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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字出版是以数据为关键要素驱动的数字经济产业活动,
 

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数字出版的良性发

展对数字经济多个产业部门的高质量发展有正向作用.
 

本研究应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
 

以重庆市2019年数字出版

产业数据实证研究了数字出版对数字经济的影响.
 

结果表明:
 

数字出版对数字经济产业部门渗透性不断加深,
 

数字

出版产业链对数字经济波及效应显著,
 

数字出版产业对于国民经济的感应度和影响力明显,
 

数字出版产业对数字

经济消费影响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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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gital
 

publishing
 

is
 

an
 

industrial
 

activity
 

of
 

digital
 

economy
 

driven
 

by
 

data
 

as
 

a
 

key
 

element.
 

I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digital
 

economy.
 

The
 

favorabl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publishing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many
 

industrial
 

sectors
 

of
 

the
 

digital
 

economy.
 

This
 

research
 

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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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ies
 

the
 

input-output
 

analysis
 

method
 

to
 

conduct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impact
 

of
 

digital
 

publishing
 

on
 

the
 

digital
 

economy
 

based
 

on
 

the
 

data
 

of
 

Chongqings
 

digital
 

publishing
 

industry
 

in
 

2019.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enetration
 

of
 

digital
 

publishing
 

to
 

the
 

digital
 

economy
 

industry
 

sector
 

is
 

deepening.
 

The
 

digital
 

publishing
 

industry
 

chain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digital
 

economy,
 

a
 

significant
 

sensitivity
 

and
 

in-

fluence
 

on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a
 

prominent
 

impact
 

on
 

the
 

digital
 

economy
 

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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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催生了以数字技术和通信网络为基础驱动力的数字经济,
 

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视角来看,
 

数字

经济并不是独立的一次产业集合,
 

而是融合了第一、
 

第二和第三产业的一种融合型经济.
 

数字经济规模也

不是简单的第一、
 

第二和第三产业规模的叠加,
 

而是第一、
 

第二和第三产业分离重构经济活动的集合.

1 相关研究综述

1.1 数字经济产业领域界定及分类

数字经济是一个具有时代特征的名词,
 

其热度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驱动模式而发生变化,
 

从统计学视角

厘清这个集合元素尤其重要.
在国外,

 

唐·泰普斯科特(Don
 

Tapscott)被认为是最早提出数字经济的学者,
 

其未对数字经济作出

具体界定,
 

用12个主题阐释了数字经济特征,
 

强调数字经济要关注新经济、
 

新企业和新技术以及三者

之间的互动方式[1],
 

并阐释了互联式商业、
 

互联型业务、
 

互联式政府、
 

互联网式出行、
 

数字经济时代的

学习、
 

媒体行业、
 

互联式商业的领导等,
 

可见在唐·泰普斯科特的数字经济语境下,
 

数字经济主要包括

新技术(数字技术)驱动下的商业、
 

医疗、
 

物流、
 

创意开发、
 

流程再造、
 

数字产品设计、
 

制造和营销、
 

数字

化销售、
 

数字化管理服务、
 

数字旅游、
 

数字教育和学习等领域[1],
 

将这些内容具体到行业领域形成了较

为完整的产业链条.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测度数字经济包括数字驱动行业、
 

数字中介平台、
 

电

子零售商、
 

其他数字业务行业、
 

依赖中介平台的行业和其他行业,
 

其中,
 

其他行业中包括数字内容服务

领域.
 

美国经济分析局(BEA)以东亚银行数字经济测度方法,
 

将数字经济定义在数字化基础设施、
 

电子

商务、
 

数字媒体范畴[2].
 

数字内容作为产业是地区数字产业和新产业形成的重要内容[3].
 

除此之外,
 

欧

盟、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日本、
 

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数字经济领域都涉及数字内容领域.
在国内,

 

数字经济按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主线推进.
 

自2015年以来,
 

中国数字通信研究院、
 

国家

互联网数字办公室、
 

腾讯等部门和机构及企业都发布过数字经济的产业数据和指数.
 

在理论层面,
 

康铁

祥[4]综合了部分学者参照美国、
 

日本等国家数字经济相关活动,
 

编制了数字经济产业分类简表,
 

将数字经

济产业分为电信和其他数字传输服务业、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通信设备制造业、
 

其他通信、
 

电子设备制

造业、
 

计算机制造业、
 

电子元器件制造业、
 

家用视听设备制造业等8个大类和若干小类.
 

许宪春等[5]认为

数字经济主要包括数字化基础设施、
 

数字化媒体、
 

数字化交易、
 

数字经济交易产品等4大类9个中类.
 

关会

娟等[6]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2017)》为标准,
 

编制了《中国数字经济产业统计分类》,
 

涵盖数字设备制造、
 

数字传输、
 

数字技术服务、
 

数字内容与媒体和互联网应用5个大类和22个中类及122个小类.
从实践层面,

 

早在2018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统计分类(2018)》几乎全面

涉及了数字经济及相关内容.
 

浙江省2018年9月发布了《浙江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统计分类目录》,
 

具

体内容包括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电子数字机电制造业、
 

专用电子设备制造业、
 

电信广播电

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业、
 

互联网及其相关服务业、
 

软件和数字技术服务业、
 

文化数字内容及其服务业等7大

类128个小类行业[7].
 

同年12月,
 

广西自治区发布《广西数字经济发展规划(2018-2025年)》,
 

明确了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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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发展的4个重点领域,
 

一是大数据和云计算产业,
 

包括智能终端制造、
 

集成电路、
 

软件开发与数

字产业、
 

区块链;
 

二是互联网、
 

大数据、
 

人工智能与工业融合发展;
 

三是互联网与农业融合;
 

四是互联网、
 

大数据、
 

人工智能与服务业融合[8].
 

2019年5月,
 

国家统计局公示《重庆市数字经济统计报表制度》,
 

报表

制度涵盖数字经济产业、
 

产业数字融合以及数字经济发展要素基础.
 

同一时期,
 

其他省区市和经济区也对

数字经济的分类和统计进行了有益探索.

2021年5月27日,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
 

从5个部分界定了数

字经济,
 

即:
 

01数字产品制造业、
 

02数字产品服务业、
 

03数字技术应用业、
 

04数字要素驱动业、
 

05数字化

效率提升业等5个大类,
 

其中01~04大类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9],
 

在这个分类中,
 

数字内容及相关服务分

布于02~04三大类中,
 

其中典型的有数字产品零售(0202)、
 

数字产品租赁(0203)、
 

软件开发(0301)、
 

互联

网相关服务(0303)、
 

信息技术服务(0304)、
 

数字内容与媒体(0404)、
 

互联网文体娱乐服务(050908).
 

可见,
 

数字内容产业及相关产业活动已是数字经济中的重要内容.

1.2 数字出版产业领域界定及分类

数字出版在我国是一种新兴的出版业态,
 

我国迄今一直没有发布关于数字出版资质许可条件,
 

说是

一种新兴出版业态,
 

主要着眼于产业发展的新阶段.
 

按先前对数字出版的描述,
 

包括出版过程数字化和

出版内容数字化,
 

前者是数字技术对出版流程的再造,
 

后者则是新兴出版业态,
 

近似于当前数字经济产业

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
 

2010年,
 

《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发布,
 

将数字

出版定义为:
 

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内容编辑加工,
 

并通过网络传播数字内容产品的一种新型出版方式,
 

其主

要特征为内容生产数字化、
 

管理过程数字化、
 

产品形态数字化和传播渠道网络化[10],
 

采用列举法列举了10
种数字出版产业活动.

 

2016年,
 

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国家工业和数字化部颁布《网络出版服务管理

规定》,
 

对网络出版物界定为通过数字网络向公众提供的具有编辑、
 

制作、
 

加工等出版特征的数字化作

品[11].
 

在主要范围中包括3种形态,
 

即原创内容在网络上发布、
 

已经出版的内容经数字化加工并通过网络

传播以及原创和加工内容数据化处理后的数据库,
 

从3种形态以及其他可认定为网络出版的形态来看,
 

实

质上就是数字出版.
在理论研究中,

 

对数字出版进行产业分类研究的成果并不多见.
 

2012年,
 

原重庆市新闻出版局开展数

字出版产业统计方法与应用研究,
 

从统计学视角形成了《数字出版及相关产业分类目录》.
 

黄孝章等[12]提出

数字出版企业分类结构,
 

将数字出版企业分为数字内容出版企业、
 

数字内容推送和销售企业、
 

数字出版服

务类企业,
 

其中数字内容出版企业分为传统媒体企业(具有数字出版业务)和互联网新媒体企业两类.
 

吴江

文[13]将数字出版分为10大类66个中类90个小类形成《数字出版产业分类表》.
 

前者从企业视角、
 

后者从

国民经济行业视角分类.
在实践层面,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2017)》将数字出版纳入国民经济行业,
 

在随后

发布的《2017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注释》中,
 

列举了数字出版16种具体活动和其他数字出版活动,
 

值得注

意的是《2017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注释》虽然采用数字出版概念,
 

实质上将其与网络出版等同.
 

目前,
 

全国

并没有建立数字出版产业统计报表制度,
 

仅重庆市建立了数字出版产业统计报表制度[14].
 

其《数字出版

及相关产业分类参考目录》将数字出版及相关活动分为数字出版产品生产、
 

数字出版支撑服务、
 

数字出版

设备制造、
 

数字出版管理与服务和数字出版科学研究五大类,
 

涉及38个国民经济行业,
 

其中核心层数字出

版内容生产涉及21个小类(表1).
 

这个分类主要来自5个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核心是数字出版.
 

从分类参

考目录可以看到,
 

基本涵盖了当前数字出版的主要业务活动,
 

尤其是在统计实务中,
 

无法将数字化社会科

学出版服务与科学科技出版服务严格分开,
 

而采用了数字图书、
 

数字期刊、
 

数字报纸等形式进行弥补,
 

增

强数据采集的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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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数字出版及相关产业分类参考目录(部分)

自编代码

大类 中类 小类
名称

1 数字出版产品生产

11 数字出版服务

111 社会科学出版服务

112 科学技术出版服务

113 数字阅读服务

114 网络艺术出版服务

115 动漫出版服务

116 数字教育出版服务

117 网络音视频读物出版服务

118 软件出版服务

119 数字出版增值服务

12 数字出版内容服务

121 数据库出版服务

122 网络图片出版服务

123 网络地图出版服务

124 在线教育服务

125 数字图书出版服务

126 数字报纸出版服务

127 数字期刊出版服务

128 网络广告出版服务

103 数字出版娱乐服务

131 网络游戏、
 

电子竞技产品出版

132 网络音乐

133 网络视频

图1 数字出版与数字经济关系

1.3 数字出版是数字经济的重要业态

从数字经济的内涵和主要行业来看,
 

中外一致的

意见能确定数字内容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数

字出版与数字内容仍属于从属关系,
 

因而形成了数字

出版与数字经济产业内在关系(图1).
数字出版产业分类包括核心层,

 

即数字内容生产

(图1),
 

这一部分所列的20个行业活动,
 

回归到数字

经济和数字内容产业活动中,
 

可以看出,
 

数字出版的

相关活动均属于数字经济的数字产业化活动范畴.
 

同

样,
 

在数字出版产业分类相关层,
 

也就是支撑数字出

版业运行相关活动,
 

包括数字内容加工、
 

数字出版基

础软件的研发、
 

数字出版运营平台、
 

数字出版内容服

务平台、
 

数字出版信息平台等24个产业活动,
 

有18个属于数字产业化,
 

6个属于数字化效率提升范畴,
 

出

版设备制造等属于数字经济数字设备制作.
 

2020年,
 

全国数字经济规模344
 

952亿元,
 

数字出版产业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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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1
 

781.67亿元,
 

数字出版占数字经济比重为3.42%,
 

可见,
 

数字出版确实是数字经济的重要业态,
 

事

实上,
 

数字出版活动对数字经济的直接贡献,
 

并不能代表数字出版业对数字经济的整体贡献,
 

而需要应用

相关的技术和模型科学测算数字出版对数字经济整个行业的带动.

2 数字出版对数字经济影响力的机理分析

2.1 数字出版与数字经济的关系及贡献

从投入产出视角审视数字出版对数字经济的贡献,
 

应该充分考虑数字出版业发展对数字经济其他行

业的影响,
 

包括对人工智能制造、
 

显示设备、
 

计算机、
 

大数据、
 

云计算、
 

网络接入与服务等行业的带动.
 

从数字出版及相关产业统计实务中,
 

通过一定的方法测算出了数字出版的内容生产、
 

传播和消费过程对

相关领域的直接消费,
 

并计入了相关产业的统计中,
 

理论上亦可计入直接贡献.
 

如果编制数字出版产业

投入产出表,
 

可见数字出版业对国民经济行业的影响远不止直接可见部分.
 

重庆市在数字出版及相关统

计实务中,
 

编制了《重庆数字出版业投入产出表(2017)》,
 

在重庆市的国民经济投入产出表中的139个产

品部门分类中数字出版产业的产业链条涉及111个部门,
 

其中包括数字经济部门移动电信服务、
 

固定电

信服务、
 

软件开发、
 

数字技术咨询服务、
 

互联网接入及相关服务、
 

通信终端设备制造、
 

其他互联网服务、
 

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
 

计算机与软件及辅助设备零售、
 

数字系统集成服务、
 

通信系统设备制造、
 

计算机

与软件及辅助设备批发等领域.
 

而随着产业融合程度不断提高,
 

数字出版业对数字经济的贡献率会随之

变化,
 

数字出版业的发展对数字经济的贡献从不同视角审视有不同的结论,
 

本文着重从投入产出视觉审

视并构建相应的测算路径.

2.2 数字出版产业归类及其对数字经济的影响

2.2.1 数字出版产业归类

从广义上看,
 

数字出版是指与数字出版生产密切相关联的行业集合.
 

为了达到使用我国各个省市区编

制的国民经济投入产出表进行数字消费分析研究的目的,
 

根据资料分类的可行性、
 

方便性和统一性,
 

将数

字出版归并为6个行业(表2).
表2 数字出版产业活动归类

序号 归类行业 产业活动

1 数字内容产品生产

社会科学出版服务、
 

科学技术出版服务、
 

文学出版服务、
 

艺术出版服务、
 

游戏出

版服务、
 

动漫出版服务、
 

网络教育出版服务、
 

互联网视听出版服务、
 

软件出版服

务、
 

网络读物出版服务、
 

数据库出版服务、
 

网络图片出版服务、
 

互联网广告出版

服务等.

2 数字产品载体制造业
数字阅读设备、

 

平板电脑、
 

掌上游戏机、
 

电子词典、
 

电子阅读器、
 

智能手机、
 

导航

设备、
 

智能设备、
 

可穿戴智能设备、
 

虚拟现实设备.

3 数字产品实体运营(流通) 数字出版物批发、
 

数字出版物零售.

4 数字产品网络运营(网营)

互联网络接入服务、
 

移动互联网接入、
 

卫星信息接入、
 

公共 WIFI接入、
 

互联网数

据服务数字出版运营平台、
 

数字内容服务平台、
 

数字信息平台、
 

第三方支付平台、
 

互联网络教育平台、
 

互联网读书平台.

5 数字产品载体相关服务 数字出版软件、
 

数字出版基础和通用软件、
 

数字出版软件平台、
 

移动客户端.

6 数字内容相关活动
职业技能培训(数字出版职业学校)、

 

文化艺术培训(数字出版技术培训)、
 

数字出

版理论研究、
 

数字出版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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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数字出版对数字经济的影响

数字出版对数字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为3个层次:

一是数字出版生产对数字经济各个行业的经济技术关联的生产消耗的影响,
 

包括直接消耗和完全消耗.

二是数字出版产业对最终消费的各项目中数字经济各个行业的影响,
 

包括居民消费和社会消费.

三是数字出版产业对数字经济各个行业的波及效应,
 

包括影响力和感应力.

3 数字出版对数字经济影响力研究的分析方法

在上述行业分类的基础上,
 

使用国民经济投入产出表进行数字出版产品与数字经济的关联性分析,
 

其

分析方法主要有:

3.1 数字出版与数字经济的技术关联分析

数字出版产业发展对数字经济的影响,
 

可以通过投入产出表中的各个产业的技术经济波及效应分析来

进行,
 

主要是通过投入产出表的直接消耗系数、
 

完全消耗系数、
 

间接消耗系数、
 

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

来实现的.

3.1.1 直接消耗系数

直接消耗系数反映的是产业部门间相互提供产品的直接生产技术关系,
 

用aij 表示,
 

是指生产每单位j

产品需要消耗i产品的数量,
 

若该值越大,
 

则两个部门间的依赖程度就越紧密,
 

将直接消耗系数矩阵记为

A,
 

其中计算公式为

aij =
xij

Xj
   i,j=1,2,…,n (1)

测算中,
 

使用直接消耗系数来分析数字出版产业和产品生产影响其他信息产业的生产消费情况.

3.1.2 完全消耗系数

完全消耗系数全面反映了产业部门间的直接和间接关系,
 

是指生产每单位j种(部门)最终产品要直接

和间接消耗i种(部门)产品的数量,
 

用bij 表示,
 

用B 表示完全消耗系数矩阵.
 

其公式为

B=(I-A)-1-I

其中(I-A)-1 是里昂惕夫逆矩阵,
 

矩阵(I-A)-1 中的每一个元素bij 表示的是第j部门必须提供的全部

产品量,
 

称之为最终产品系数.

使用完全消耗系数来分析数字出版产业和产品生产对其他信息产业或者产品的完全消耗需求情况.

3.2 最终使用分析

最终使用分析包括两个内容:
 

其一是最终消费分析,
 

是指通过最终消费的列项结构系数来进行的分

析;
 

其二是资本形成分析,
 

是指通过资本形成的列项结构系数进行的分析.

3.2.1 最终消费系数

最终消费系数是指第j消费项目列合计中,
 

第i部门产品所占的比重,
 

一般用kij 来表示,
 

即:

kij =
yij

Yj

(2)

这里,
 

可以使用最终消费系数来分析各个数字出版产业和产品生产提供给居民消费和公共消费的产品消费

结构情况.

3.2.2 资本形成系数

资本形成系数是指第j项资本形成的列合计中,
 

第i部门产品所占的比重,
 

一般用Zij 来表示,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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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j =
yij

Yj

(3)

这里,
 

使用资本形成系数来分析数字出版产业和产品提供给固定资产形成和库存增加的产品消费结构

情况.

3.3 波及效应分析

3.3.1 影响力系数

影响力系数反映国民经济某一部门增加一个单位最终使用时,
 

对国民经济各部门产生的生产需求波及

程度,
 

影响力系数Fj 的计算公式如下式:

Fj =
∑
n

i=1
bij

1
n∑

n

i=1
∑
n

j=1
bij

   j=1,2,…,n (4)

其中,
 

bij 为投入产出方法的“列昂剔夫”逆矩阵(I-A)-1 的元素.

当影响力系数Fj>1时,
 

表示第j部门的生产对其他部门所产生的波及影响程度超过社会平均波及影

响水平;
 

当影响力系数Fj=1时,
 

表示第j部门的生产对其他部门所产生的波及影响程度等于社会平均波

及影响水平;
 

当影响力系数Fj<1时,
 

表示第j部门的生产对其他部门所产生的波及影响程度低于社会平

均波及影响水平.
 

影响力系数Fj 越大,
 

表示第j部门对其他部门的拉动作用越大.

使用影响力系数来分析数字出版产业和产品发展拉动全社会其他产品或者产业发展的能力大小情况.

3.3.2 感应度系数

感应度系数是指国民经济各部门每增加一个单位最终使用时,
 

某一部门由此而受到的需求感应程度,
 

也就是需要该部门为其他部门生产而提供的产出量,
 

系数越大,
 

说明该部门对经济发展的需求感应程度

强,
 

反之,
 

则表示对经济发展需求感应程度弱.

可用投入产出法测度向前关联效应的量值,
 

称为感应度系数,
 

发展经济学对此有许多讨论,
 

其中一种

较有影响的观点由克里希纳提出,
 

其计算公式为

Ei=
∑
n

j=1
bij

1
n∑

n

i=1
∑
n

j=1
bij

   i=1,2,…,n (5)

其中,
 

bij 为投入产出方法的“列昂剔夫”逆矩阵(I-A)-1 的元素.

使用感应度系数来分析数字出版产业和产品对全社会其他各个产品或者产业发展中应当具有的配套协

作需求大小.

为了开展数字出版产业的产业关联性分析,
 

研究团队编制了《重庆数字出版业投入产出表(2017)》,
 

将

数字出版产业划分为6个代表性行业进入投入产出表中进行分析,
 

即数字出版产业的产业次序依次为:
 

数

字产品载体制造业、
 

数字产品实体运营(商贸)、
 

数字产品网络运营(网营)、
 

数字产品载体相关服务、
 

数字

产品生产、
 

数字产品文化活动.

4 数字出版对数字经济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重庆2019年数据

4.1 重庆市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现状

数字出版产业拉动数字产品生产的消费,
 

数字产品消费拉动经济结构变化和经济总量的增长.
 

以重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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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出版产业与数字经济的关系分析为例,
 

揭示数字出版产业对数字经济的促进作用与效果.
 

主要表现如下:

一是重庆的数字出版产业贡献逐渐增强.
 

重庆市2019年数字出版产业总产出较上年增长9.95%,
 

增

加值较上年增长9.78%,
 

总资产较上年增长0.17%,
 

应交税金较上年增长12.66%,
 

利润额增长9.78%,
 

数字出版业总产出增速高于全市经济增长速度3.65个百分点.
二是重庆数字出版产业体系聚集明显.

 

重庆市数字出版产业发展主要向两大体系聚集,
 

即数字出版产

品生产和数字出版支撑服务.
 

数字出版产品生产总产出增长14.77%,
 

数字出版支撑服务总产出增长

5.82%,
 

两个行业占全市数字出版产业总产出的97.14%.
三是重庆数字出版产业的核心业务稳步增长.

 

统计表明:
 

2019年重庆市数据库总产出增幅为68.13%,
 

网络视频增幅为41.41%,
 

网络游戏研发与制作增幅为27.81%,
 

数字教育增幅为26.02%,
 

数字期刊出版

增幅为25.65%,
 

与核心相关的移动客户端增幅为32.31%,
 

数字出版平台运营增幅为41.46%.

4.2 数字出版产业对数字经济消费影响分析

4.2.1 数字出版产业链中数字经济消费拉动增强

分析表明,
 

重庆市数字出版产业的链条中,
 

市场的参与者涉及国民经济36个大行业,
 

尤其数字经济产

业和产品的消费增加了,
 

如网络服务、
 

计算机、
 

显示器等数字产业产品消费明显增强.
 

重庆市2019年数字

产品载体及网络服务的消费在整个数字出版产业链条中贡献明显,
 

占全部数字出版产业总产出的7.95%.

4.2.2 数字出版产业链向数字经济产业延伸

在重庆市国民经济投入产出表中的139个产品部门分类中数字出版产业的产业链条涉及111个部门,
 

产业链条明显加长,
 

带动数字经济的生产性消费部门延伸至27个,
 

比传统的出版产业增加18个,
 

其中,
 

增

加的部门绝大多数是数字经济产业或产品部门.
数字出版主体包括作者、

 

出版商、
 

技术提供商、
 

网络运营商、
 

终端提供商、
 

读者,
 

但实质上与产业相关

的参与者很复杂,
 

比如阅读硬件的生产商、
 

各类数字技术公司和各种网站.
 

各类参与数字生产、
 

传输、
 

保存

等相关度极高的产业链内,
 

其身份既可以是单一、
 

独立的,
 

又可以是多元、
 

重叠的,
 

特别是数字载体的特

征,
 

使得数字出版产业的产业链条向数字经济产业部门进行了极大的延伸.

4.2.3 数字出版产业链增加值率较高

重庆市2019年数字产品产业整体增加值率达到52.30%,
 

远远高于全社会增加值率水平.
 

在数字出版

产业链条中的6个类型除数字产品载体制造和数字产品载体相关服务外,
 

其他4个产品链条都远远高于重

庆市全社会的增加值率39.31%.
 

可见,
 

重庆市数字出版产业链条的产业增值率高于全社会水平(表3).
表3 重庆市2019年数字出版产业链条增加值率分析表

行业 增加值率/% 行业 增加值率/%

数字出版运营平台 37.94 数据库 51.08

数字期刊出版 39.75 网络动漫 51.08

网络视频 43.22 网络音乐 51.08

数字阅读设备 44.00 互联网视听节目 51.08

互联网络广告服务 45.46 数字图书出版 53.55

数字出版数字咨询服务 45.54 网络接入服务 53.95

数字内容加工 47.21 网络游戏研发与制作 57.15

知识产权服务 48.47 移动客户端 63.31

网络游戏服务 50.06 数字出版软件开发 64.41

数字教育 50.80 产业合计 5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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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数字出版产业链技术联系非常明显

从整体上分析表明,
 

2019年重庆市数字出版产品与数字经济产业部门之间存在非常明显的关联性

(表4),
 

其中,
 

行业直接消耗最大、
 

技术经济联系最为密切的数字经济行业为数字载体制造业,
 

行业直

接消耗系数达到0.709
 

4;
 

行业直接消耗系数最小的是数字文化活动,
 

仅为0.009
 

3.
从各个数字行业直接消耗与综合直耗的比较分析表明,

 

数字行业与数字行业之间的技术经济联系密

切,
 

行业直接消耗占比最高的是数字载体制造业,
 

行业直接消耗占比达到87.08%,
 

其次是数字载体服务

业,
 

行业消耗占比达到37%,
 

最低的是数字文化活动行业,
 

为2.91%.
从数字出版产业的各个行业的具体情况看,

 

2019年重庆市数字出版产业对数字经济行业的直接消费

关联性具有如下特征.
1)

 

数字载体制造业与数字出版产业的各个行业的直接消耗关联性强.
数字载体制造业与数字产业的行业直耗关联率达到0.704

 

9,
 

其中直接关联最大的数字行业为自身,
 

直接消耗系数达到0.654
 

4,
 

其次为数字实体运营行业,
 

最低的是数字产品生产行业,
 

数字载体制造业的行

业消耗占比达到87.07%.
 

可见,
 

数字载体制造业具有与数字产业消费关联性强、
 

集中度高的特征,
 

对数字

出版产业的其他各个行业的消费关联性和拉动性非常强.

2)
 

数字实体运营业与数字出版产业的各个行业的直接消耗关联不显著.
数字实体运营业与数字产业的行业直耗关联率仅为0.031

 

1,
 

属于不显著关联(一般,
 

直接消耗系数低

于0.1则称之为非常弱关联;
 

低于0.05,
 

则称之为不显著关联,
 

下同).
 

其中直接关联最大的数字行业为自

身,
 

最低的是数字产品生产行业,
 

数字行业消耗占比为13.1%,
 

对于数字行业消费的集中度不高.
 

可见,
 

数字实体运营业与数字出版产业的各个行业的消耗关联不显著.
3)

 

网络运营业与数字出版产业的各个行业的消费联系为弱关联.
网络运营产业与其他数字产业的行业直耗关联率为0.141

 

5,
 

即每生产一个单位的网络运营业产品,
 

要平均直接消耗0.141
 

5个其他数字行业的产品.
 

其中直接关联最大的数字行业为数字载体制造业,
 

也是

非常弱关联,
 

直接消耗系数仅仅为0.085
 

0,
 

其次为网络运营行业,
 

最低的为数字产品生产行业,
 

数字行业

消耗占比为34.25%,
 

对于数字消费具有比较好的消耗集中度.
 

可见,
 

网络运营业与数字出版产业的各个

行业的消费联系为弱关联,
 

但数字行业消费的集中度比较好.
4)

 

数字载体服务业与数字产业的消费联系为弱关联.
数字载体服务业与数字产业的行业直耗关联率仅为0.228

 

0,
 

属于弱关联,
 

即每生产一个单位的数字

载体服务业产品,
 

要平均直接消耗0.228
 

0个其他数字行业的产品,
 

数字行业消耗占比达到37%.
 

其中直

接关联最大的数字行业为自身,
 

关联率为0.115
 

4,
 

其次为数字载体制造业,
 

关联率为0.087
 

4,
 

最低的为

数字产品生产行业.
 

可见,
 

数字载体服务业与数字产业的消费联系为弱关联、
 

高集中的数字消费特征.
5)

 

数字产品生产行业与数字产业的直接消费关联性非常弱.
数字产品生产业与数字产业的行业关联率仅为0.092

 

0,
 

属于非常弱关联,
 

即每生产一个单位的数字

产品生产业的产品,
 

要平均直接消耗0.092
 

0个其他数字行业的产品.
 

其中直接关联最大的数字行业为数

字实体运营业,
 

关联率为0.033
 

5,
 

其次为数字载体制造业,
 

关联率为0.027
 

0,
 

最低的为数字网络运营业,
 

数字行业消耗占比为21.24%.
 

可见,
 

数字产品生产行业与数字产业的直接消费具有关联性非常弱、
 

集中

度比较高的特征.
6)

 

数字文化活动业与数字产业的直接消费关联性不显著.
数字文化活动业与数字产业的行业直耗关联率仅为0.009

 

3,
 

属于不显著关联,
 

即每生产一个单位的

数字文化活动业产品,
 

要平均直接消耗0.009
 

3个其他数字行业的产品.
 

其中直接关联最大的是数字载体

制造业,
 

其次为数字实体运营业,
 

最低的为数字产品生产业,
 

数字行业消耗占比仅为2.91%.
 

可见,
 

数字

文化活动业与数字产业的直接消费关联性不显著,
 

同时,
 

对数字行业的消费拉动很低(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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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重庆市2019年数字出版产业各个行业之间的直接消耗系数关联性分析表

名称 数字载体制造业 数字实体运营 网络运营 数字载体服务 数字产品生产 数字文化活动

数字载体制造业 0.654
 

4 0.001
 

9 0.085
 

0 0.087
 

4 0.027
 

0 0.005
 

0

数字实体运营 0.047
 

0 0.024
 

2 0.003
 

9 0.011
 

8 0.033
 

5 0.003
 

2

网络运营 0.000
 

5 0.003
 

3 0.045
 

2 0.010
 

8 0.001
 

1 0.000
 

3

数字载体服务 0.002
 

8 0.000
 

5 0.004
 

2 0.115
 

4 0.001
 

2 0.000
 

1

数字产品生产 0.000
 

0 0.000
 

3 0.001
 

0 0.001
 

2 0.026
 

4 0.000
 

1

数字文化活动 0.000
 

2 0.001
 

0 0.002
 

3 0.001
 

3 0.002
 

9 0.000
 

5

行业直耗关联 0.704
 

9 0.031
 

1 0.141
 

5 0.228
 

0 0.092
 

0 0.009
 

3

综合直耗系数 0.809
 

5 0.237
 

5 0.413
 

3 0.616
 

2 0.433
 

3 0.318
 

3

行业占比/% 87.08 13.10 34.25 37.00 21.24 2.91

4.2.5 数字出版产业完全消费影响密切

如表5所示,
 

2019年重庆市数字出版产品与数字产业部门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完全消耗关联性.
 

其

中,
 

行业完全消耗最大的数字行业为数字载体制造业,
 

其行业完耗系数达到2.081
 

6,
 

行业综合完耗系数最

小的是数字文化活动业,
 

仅为0.043
 

1.
从各个数字行业完全消耗与综合完耗的比较分析表明,

 

数字行业与数字行业之间的完全生产需要消

费的集中度比较高,
 

占比最高的是数字载体制造业,
 

行业完耗占比达到72.04%,
 

其次是数字网络运营

业,
 

行业完全消耗占比达到32.77%,
 

最低的是数字文化活动行业,
 

为6.29%,
 

数字文化活动业数字消

费的集中度较低.
表5 重庆市2019年数字出版产业完全消耗系数分析表

名称 数字载体制造业 数字实体运营 网络运营 数字载体服务 数字产品生产 数字文化活动

数字载体制造业 1.908
 

8 0.016
 

6 0.271
 

0 0.307
 

0 0.092
 

0 0.025
 

9

数字实体运营 0.153
 

7 0.029
 

5 0.025
 

1 0.04
 

40 0.065
 

4 0.010
 

8

网络运营 0.004
 

0 0.004
 

8 0.049
 

9 0.016
 

2 0.002
 

9 0.001
 

8

数字载体服务 0.013
 

5 0.002
 

8 0.009
 

5 0.136
 

3 0.004
 

9 0.003
 

0

数字产品生产 0.000
 

3 0.000
 

5 0.001
 

4 0.001
 

8 0.027
 

3 0.000
 

4

数字文化活动 0.001
 

2 0.001
 

4 0.003
 

2 0.002
 

6 0.003
 

6 0.001
 

2

行业完耗系数 2.081
 

6 0.055
 

5 0.360
 

0 0.508
 

0 0.196
 

2 0.043
 

1

综合完耗系数 2.889
 

4 0.453
 

4 1.123
 

5 1.647
 

0 1.052
 

6 0.685
 

3

  从数字出版产业的各个行业的完全消耗的具体情况上看,
 

2019年重庆市数字出版产业与数字行业的

完全消耗关联性具有如下特征.

1)
 

数字载体制造业对数字行业完全消耗需求具有高度集中的强关联特征

数字载体制造业与数字产业的行业完全关联度达到2.081
 

6,
 

即每生产一个单位的数字载体制造业产

品,
 

要完全消耗2.081
 

6个其他数字行业的产品.
 

其中完全需求最大的数字行业为自身,
 

完全消耗系数达

到1.908
 

8,
 

其次为数字实体运营行业,
 

完全消耗系数为0.153
 

7,
 

最低的为数字产品生产行业,
 

行业完耗

占比为72.04%,
 

对于数字行业消耗具有高度的集中度.
 

可见,
 

数字载体制造业对数字行业完全消耗需求

具有高度集中的强关联特征.

2)
 

数字实体运营业与数字行业的完全消耗关联不显著、
 

集中度低

数字实体运营与数字产业的行业完全关联率仅仅为0.055
 

5,
 

属于很低的弱关联,
 

即每生产一个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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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数字实体运营业产品,
 

要完全需要消耗0.055
 

5个其他数字行业的产品.
 

其中完全关联最大的数字

行业为自身,
 

其次为数字实体运营行业,
 

最低的为数字产品生产行业.
 

数字实体运营的行业完全消耗占

比也较低,
 

为12.25%,
 

集中度较低.
 

可见,
 

数字实体运营业与数字产业的完全消耗关联不显著,
 

是集中

度低的行业.

3)
 

网络运营业与数字行业之间的完耗联系为弱关联,
 

但集中度高

网络运营行业与其他数字行业的行业完全关联率为0.360.
 

即每生产一个单位的网络运营业产品,
 

要

完全消耗0.360
 

0个其他数字行业的产品.
 

其中完全关联最大的数字行业为数字载体制造业,
 

也是非常弱

关联,
 

完全消耗系数仅仅为0.271
 

0,
 

其次为网络运营行业,
 

最低的为数字产品生产行业.
 

但是,
 

网络运营

业行业完耗占比较高,
 

达到32.05%,
 

具有突出的数字行业完全消耗集中度.
 

因此,
 

网络运营业与数字行业

之间的完耗联系为弱关联,
 

但集中度高.

4)
 

数字载体服务业与数字行业之间的完耗为弱关联,
 

但集中度高

数字载体服务业与其他数字行业的行业完全关联率仅为0.508
 

0,
 

属于完全弱关联,
 

即每生产一个单

位的数字载体服务业产品,
 

要完全消耗0.508
 

0个其他数字行业的产品.
 

其中完全关联最大的数字行业为

自身,
 

其次为数字载体制造业,
 

最低的为数字产品生产行业.
 

数字载体服务业的行业完耗占比较高,
 

达到

30.84%,
 

具有突出的数字行业完全消耗集中度特征,
 

但集中度高.

5)
 

数字产品生产行业与数字行业之间的完耗关联性非常弱,
 

集中度较好

数字产品生产行业与数字行业的行业完全关联率仅为0.196
 

2,
 

属于非常弱关联,
 

即每生产一个单位

的数字产品生产业的产品,
 

要完全消耗0.196
 

2个其他数字行业的产品.
 

其中完全关联最大的数字行业为

数字实体运营业,
 

其次为数字载体制造业,
 

最低的为数字网络运营业.
 

数字载体服务业的行业完耗占比较

高,
 

达到30.84%,
 

具有突出的数字行业完全消耗集中度特征.
 

虽然数字产品生产行业与数字行业的完耗

关联性非常弱,
 

但是,
 

它的数字行业消费集中度较好.

6)
 

数字文化活动业与数字行业的完全消费关联不显著,
 

集中度低

数字文化活动业与数字行业的行业完全关联率仅为0.043
 

1,
 

属于不显著关联,
 

即每生产一个单位的

数字文化活动业产品,
 

要完全消耗0.043
 

1个其他数字行业的产品.
 

其中完全关联最大的数字行业为数字

载体制造业,
 

其次为数字实体运营业,
 

最低的为数字产品生产业.
 

数字文化活动业的行业完全消耗占比为

6.29%,
 

数字行业消耗集中度低.

4.2.6 数字出版产业扩大效应非常突出

数字出版产业之间的完全消费系数对技术经济系数的关联扩大效果非常突出,
 

通过投入产出分析可以

揭示数字出版产业的消费扩大系数(表6).
表6 重庆市2019年数字出版产业消费扩大系数

名称 数字载体制造业 数字实体运营 网络运营 数字载体服务 数字产品生产 数字文化活动

数字载体制造业 2.916
 

6 8.685
 

9 3.189
 

8 3.513
 

6 3.412
 

0 5.174
 

3

数字实体运营 3.268
 

9 1.216
 

9 6.484
 

5 3.721
 

6 1.951
 

2 3.370
 

6

网络运营 8.671
 

3 1.461
 

2 1.105
 

2 1.494
 

9 2.792
 

1 7.110
 

8

数字载体服务 4.780
 

9 6.030
 

8 2.249
 

2 1.181
 

4 4.076
 

4 28.047
 

1

数字产品生产 50.984
 

8 1.706
 

4 1.372
 

9 1.503
 

4 1.035
 

8 2.896
 

9

数字文化活动 7.110
 

4 1.468
 

1 1.363
 

9 1.965
 

0 1.256
 

7 2.113
 

9

行业扩大倍数 2.952
 

8 1.785
 

2 2.543
 

8 2.228
 

3 2.132
 

2 4.651
 

1

综合扩大倍数 3.569
 

3 1.908
 

9 2.718
 

3 2.672
 

9 2.429
 

3 2.15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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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体上看,
 

2019年重庆市数字出版产品与数字产业部门之间产业扩大系数普遍较高.
 

其中,
 

行业扩

大系数最大的数字行业为数字文化活动业,
 

扩大系数达到4.651
 

1,
 

行业扩大系数最小的是数字业,
 

扩

大系数为1.785
 

2.
从各个数字行业的全部扩大系数矩阵上看,

 

扩大系数最大的是数字载体制造业对于数字产品生产的扩

大系数,
 

达到50.984
 

8,
 

扩大系数最低的是网络运营对于网络运营的扩大系数,
 

仅为1.105
 

2.
从各个行业的综合完全消耗的扩大系数上看,

 

综合完全消耗的扩大系数最大的数字行业为数字载体制

造业,
 

综合扩大系数达到3.569
 

3,
 

综合完全消耗的扩大系数最小的是实体运营业,
 

扩大系数为1.908
 

9.
从数字出版产业的各个行业的扩大系数的具体情况看,

 

2019年重庆市数字出版产业对于数字行业的

完全消耗扩大系数具有如下特征.

1)
 

数字载体制造业中,
 

数字载体制造业对于数字产品生产的扩大系数最大为50.984
 

8,
 

数字载体制造

业对于自身的扩大系数最小为2.916
 

6.

2)
 

数字实体运营中,
 

数字实体运营对于数字载体制造业的扩大系数最大为8.685
 

9,
 

数字实体运营对

于自身的扩大系数最小为1.216
 

9.

3)
 

网络运营业中,
 

网络运营业对于实体运营业的扩大系数最大为6.484
 

5,
 

网络运营业对于自身的扩

大系数最小为1.105
 

2.

4)
 

数字载体服务业中,
 

数字载体服务业对于数字实体运营业的扩大系数最大为3.721
 

6,
 

数字载体服

务业对于自身的扩大系数最小为1.181
 

4.

5)
 

数字产品生产业中,
 

数字产品生产业对于数字载体服务业的扩大系数最大为4.076
 

4,
 

数字产品生

产业对于自身的扩大系数最小为1.053
 

8.

6)
 

数字文化活动业中,
 

数字文化活动业对于数字载体服务业的扩大系数最大为28.047
 

1,
 

数字文化活

动业对于自身的扩大系数最小为2.113
 

9.
可见,

 

数字行业的自身扩大系数处于低数值水平.

4.3 数字出版产业链波及效应分析

4.3.1 数字出版产业链条较长,
 

核心影响显著

1)
 

重庆市数字出版产业链条长,
 

主要影响行业是数字产品载体及相关服务业和载体制造业

数字出版产业涉及硬件产业、
 

技术公司、
 

互联网、
 

网络运营、
 

出版社、
 

作者等,
 

本次数字出版产业行

业划分涉及68个国民经济行业部门.
 

调查表明,
 

重庆市数字出版产业的行业类型有36个行业链条,
 

从

数字出版产业的6个综合产业链条上看,
 

影响最大的是数字产品载体相关产业,
 

其次是数字产品载体制

造业(表7).
表7 重庆市2019年数字出版产业链条构成表

链条名称 比重/% 链条名称 比重/%

数字产品载体制造业 1.98 数字产品生产 0.54

数字产品实体运营(商贸) 0.94 数字产品文化活动 0.26

数字产品网络运营(网营) 1.81 国民经济合计 100

数字产品载体相关产业 4.48

  2)
 

从产业链条类型看,
 

主要分布在载体服务和载体制造

调查分析表明,
 

重庆市数字出版产业的主要链条有3个,
 

即:
 

数字产品载体的相关服务、
 

数字产品载

体制造和数字产品的网络服务.
 

3个链条占整个重庆市数字出版产业总产出的82.58%,
 

其中,
 

载体服务和

载体制造占6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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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庆数字出版产业核心影响力很强

调查分析表明,
 

重庆市数字产品的生产是数字出版产业的核心行业,
 

2019年总产出为9.09亿元,
 

占

全部数字出版产业总产出的5.44%.
 

然而,
 

影响整个数字出版产业的产业放大系数为17.38倍,
 

表明数字

产品生产每增加1亿元的产出,
 

将引起其他数字出版产业总产出增加17.38亿元,
 

可见,
 

重庆市数字出版

产业的核心产业影响力很强.

4.3.2 数字出版产业集中度高,
 

行业互耦性强

根据重庆市2019年数字出版产业经济指标和投入产出表分析可知,
 

重庆市数字出版产业与相关的数

字行业的直接影响明显,
 

行业的耦合性强,
 

其主要特征表现如下:

1)
 

数字出版产业效益好,
 

集中度高

重庆市2019年数字出版产业增加值率为43.68%,
 

高于全社会增加值率(39.31%).
 

同时,
 

重庆数字出

版产业直接消耗系数比较集中地分布在高技术产业上,
 

属于生产集约化程度较好的优良产业.
 

分析表明,
 

重庆市数字出版产业对全社会其他产业影响最大的前10个行业都是比较优良的行业(表8).
表8 重庆市数字出版产业影响较大的前10个行业

序号 名称 消耗系数 序号 名称 消耗系数

1 数字产品载体制造业(A) 0.334
 

2 6 电子元器件 0.013
 

9

2 数字产品实体运营(商贸)(B) 0.032
 

8 7 造纸和纸制品 0.011
 

3

3 货币金融和其他金融服务 0.026
 

6 8 电力、
 

热力生产和供应 0.010
 

2

4 房地产 0.014
 

7 9 数字产品载体相关服务 0.009
 

8

5 商务服务 0.014
 

2 10 电线、
 

电缆、
 

光缆及电工器材 0.008
 

6

  2)
 

重庆市数字出版产业之间存在明显的互耦影响

区分的6类数字出版产业投入产出类型中,
 

相互之间存在较大的影响.
 

分析表明,
 

数字产品载体引起

载体的消耗最大,
 

互耦现象最明显;
 

数字产品实体运营与实体运营具有明显的互耦影响;
 

数字产品网络运

营与数字产品载体运营具有明显互耦影响;
 

数字产品载体及相关服务与自身具有明显的互耦影响;
 

数字产

品生产与数字产品实体运营具有明显影响;
 

数字产品文化与数字产品载体制造具有明显的互耦影响(表9).
表9 重庆市2019年数字产品链条直接消耗系数互耦关系

链条名称
数字产品

载体制造业

数字产品实体

运营(商贸)

数字产品网络

运营(网营)

数字产品载体

相关服务

数字产品

生产

数字产品

文化活动

数字产品载体制造业 0.6544 0.0019 0.0850 0.0874 0.0270 0.0050

数字产品实体运营(商贸) 0.0470 0.0242 0.0039 0.0118 0.0335 0.0032

数字产品网络运营(网营) 0.0005 0.0033 0.0452 0.0108 0.0011 0.0003

数字产品载体相关服务 0.0028 0.0005 0.0042 0.1154 0.0012 0.0001

数字产品生产 0.0000 0.0003 0.0010 0.0012 0.0264 0.0001

数字产品文化活动 0.0002 0.0010 0.0023 0.0013 0.0029 0.0005

4.3.3 数字出版产业影响大,
 

范围广

根据重庆市数字出版产业投入产出表分析可知,
 

重庆市数字出版产业对国民经济的完全影响力较大.
在考察的6个数字产品链条中,

 

反映产业链条直接完全影响的完全消耗扩大倍数普遍大于1(表10),
 

数字产品链条之间存在重要的间接关联.

1)
 

重庆市数字出版产品链条之间普遍存在扩大的产业关联影响

投入产出分析表明,
 

重庆市数字出版产品链条之间完全影响远远高于直接影响,
 

有的产品完全影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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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影响的几十倍.
 

例如,
 

数字产品载体制造业对数字产品生产的完全影响是直接影响的51倍,
 

数字产品

文化活动对于数字产品载体相关服务的完全影响是直接影响的28.05倍等.
表10 重庆市2019年数字出版产业完全消耗扩大倍数分析表

产业完全影响扩大倍数
数字产品载体

制造业

数字产品实体

运营(商贸)

数字产品网络

运营(网营)

数字产品载体

相关服务

数字产品

生产

数字产品

文化活动

数字产品载体制造业 2.92 8.69 3.19 3.51 3.41 5.17

数字产品实体运营(商贸) 3.27 1.22 6.48 3.72 1.95 3.37

数字产品网络运营(网营) 8.67 1.46 1.11 1.49 2.79 7.11

数字产品载体相关服务 4.78 6.03 2.25 1.18 4.08 28.05

数字产品生产 50.98 1.71 1.37 1.50 1.04 2.90

数字产品文化活动 7.11 1.47 1.36 1.96 1.26 2.11

  2)
 

重庆市数字出版产业对国民经济所有行业都存在完全影响

数字出版产业的投入产出分析表明,
 

重庆市数字出版产业对于重庆市国民经济各个行业的完全影响普

遍存在,
 

也就是说,
 

重庆市数字出版产业对于重庆市国民经济所有行业都存在完全影响力,
 

发展数字出版

产业有助于重庆市国民经济产业结构调整.

4.4 数字出版产业影响力与感应度分析

重庆市数字出版产业对国民经济的最终需求具有明显的感应度和影响力,
 

主要表现为如下特征(表11).

4.4.1 数字出版产业具有很强的影响力

从影响力上看,
 

数字出版产品载体制造业是重庆市影响力最高的行业.
 

根据《重庆数字出版业投入

产出表(2017)》分析表明,
 

重庆市数字产品载体制造业是重庆市影响力最高的行业,
 

影响力系数达到

1.591
 

9,
 

表明数字产品载体制造业生产每增加1亿元,
 

将引起全社会总产出增长1.591
 

9亿元,
 

可见,
 

重庆的数字产品载体制造业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的拉动作用.
表11 重庆市数字出版产业对国民经济的感应度和影响力前10个部门

部门名称 感应度 部门名称 影响力

电力、
 

热力生产和供应 8.475
 

5 数字产品载体制造业(A) 1.591
 

9

钢压延产品 5.599
 

2 铁路运输和城市轨道交通设备 1.409
 

8

农产品 3.254
 

9 家用器具 1.366
 

0

煤炭采选产品 3.202
 

2 电线、
 

电缆、
 

光缆及电工器材 1.363
 

3

数字产品载体制造业(A) 2.957
 

6 有色金属压延加工品 1.319
 

1

货币金融和其他金融服务 2.936
 

0 化工、
 

木材、
 

非金属加工专用设备 1.308
 

2

精炼石油和核燃料加工品 2.877
 

3 房屋建筑 1.306
 

8

基础化学原料 2.864
 

5 航空运输 1.298
 

3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产品 2.689
 

6 钢压延产品 1.290
 

6

数字产品实体运营(商贸)(B) 2.495
 

2 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品 1.287
 

3

金属制品、
 

机械和设备修理服务 2.129
 

8 电机 1.282
 

3

4.4.2 数字出版产业具有优先的感应度

从感应度上看,
 

重庆的数字产品载体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实体运营业位于行业感应度前10位,
 

属于优先

发展的行业.
根据《重庆数字出版业投入产出表(2017)》表明,

 

数字产品载体制造业位于全行业感应度第5位,
 

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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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实体运营位于全行业感应度第9位.
 

重庆市数字产品链条中,
 

数字产品载体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实体运

营在重庆国民经济中应当给予高度重视,
 

特别是数字产品载体制造业,
 

从感应度和影响力两个方面都处于

重要定位,
 

可以培养成为重庆市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
 

对数字经济具有较强影响力.

4.5 数字出版产业对居民数字经济消费影响分析

从全球数字产业发展来看,
 

数字消费涵盖生产消费、
 

生活消费、
 

管理消费等领域,
 

覆盖数字服务如语

音通信、
 

互联网数据及接入服务、
 

数字内容和应用服务、
 

软件等多种服务形态,
 

覆盖手机、
 

平板电脑、
 

智能

电视等多种数字产品,
 

还包括基于数字平台的电子商务、
 

云服务等间接拉动消费的新型数字服务模式.

4.5.1 居民数字经济消费比重不断扩大

据统计,
 

重庆市2019年居民数字消费的比重较高(表12),
 

数字消费达到4
 

945.1元,
 

占可支配收入的

17.10%,
 

其中:
 

电信业务消费占9.10%,
 

文化教育娱乐消费占8%,
 

可见,
 

重庆居民数字消费占可支配收

入比重较高,
 

其中以电信业务消费为主.
表12 重庆市2019年居民数字消费水平分析表

指标 文化教育娱乐 电信业务 合计 居民可支配收入/元

城镇居民人均支出/元 2
 

893.94 3
 

317.80 6
 

211.74 37
 

939

占比/% 7.63 8.75 16.37 100

农村居民人均支出/元 1
 

422.79 1
 

585.63 3
 

008.42 15
 

133

占比/% 9.40 10.48 19.88 100

全体居民人均支出/元 2
 

312.19 2
 

632.82 4
 

945.01 28
 

920

占比/% 8.00 9.10 17.10 100

  资料来源:
 

重庆统计年鉴(2020),
 

下同.

从重庆市居民数字消费的总量上看(表13),
 

重庆市2019年全体居民数字消费总量达到1
 

608.46亿

元,
 

占重庆市2019年GDP的6.81%.
 

重庆以城镇居民数字消费总量为主体,
 

数字消费总量为1
 

296.38亿

元,
 

占重庆GDP的5.49%,
 

农村居民数字消费总量为312.07亿元,
 

占重庆市GDP的1.32%.
从居民数字消费的城乡结构上看,

 

2019年城镇居民数字消费总量占比较大,
 

是农村数字消费总量的

4.15倍.
表13 重庆市2019年居民数字消费总量分析表

指标 文化教育娱乐 电信业务 合计 占比/%

城镇居民数字消费额/亿元 603.96 692.42 1
 

296.38 80.60

农村居民数字消费额/亿元 147.59 164.48 312.07 19.40

全体居民数字消费额/亿元 751.55 856.90 1
 

608.45 100

占比/% 46.73 53.27 100

4.5.2 数字经济消费行业集中度高

根据国家划分标准,
 

数字经济消费产品行业主要包括4个,
 

即电信业务、
 

电子商务、
 

家用电器娱乐、
 

通

信器材类.
 

从全社会数字经济消费的产品行业构成上看,
 

2019年重庆市全社会数字经济消费的总量为

4
 

157.60亿元,
 

占GDP的比重为17.61%(表14).
从产品行业的结构上看,

 

消费总量最高的是电信业务,
 

总量为2
 

601.49亿元,
 

占全部数字经济消费产

品行业的62.57%,
 

最低的是通信器材类,
 

占比为2.69%,
 

可见,
 

2019年重庆全社会数字经济消费产品行

业以电信业务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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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 重庆市2019年重庆市主要行业数字经济消费数据

数字消费类 金额/亿元 占比/%

电信业务 2
 

601.49 62.57

电子商务 1
 

194.60 28.73

家用电器娱乐 249.52 6.00

通信器材类 111.99 2.69

合计 4
 

157.60 100.00

4.5.3 数字经济消费倾向性明显

从重庆市2019年数字最终消费项目的行业上看,
 

数字行业的消费普遍偏低,
 

其消费结构特征如

表15-16所示.
表15 2019年重庆市数字行业最终消费结构 % 

行业 农村居民 城镇居民 居民消费 政府消费 最终消费 固资形成 存货增加 最终使用 总产出

数字载体制造 20.29 15.87 16.63 0.00 15.75 17.81 67.04 19.08 48.80

数字实体运营 55.36 49.78 50.73 0.00 48.04 20.25 32.96 42.13 32.55

数字网络运营 16.09 26.06 24.36 0.00 23.07 0.00 0.00 17.55 8.93

载体相关服务 0.12 0.14 0.14 12.89 0.81 61.94 0.00 11.87 6.82

数字产品生产 6.19 6.94 6.81 87.11 11.07 0.00 0.00 8.42 2.31

数字文化活动 1.95 1.20 1.33 0.00 1.26 0.00 0.00 0.96 0.59

数字消费合计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表16 2019年重庆市数字行业占社会最终消费比重 % 

名称 农村居民 城镇居民 居民消费结构 政府消费 消费结构 资本形成 总产出结构

数字产品生产 0.71 0.88 0.85 1.75 1.08 0.00 0.27

数字实体运营(商贸) 6.37 6.30 6.31 0.00 4.68 0.61 3.83

数字网络运营(网营) 1.85 3.30 3.03 0.00 2.25 0.00 1.05

数字文化活动 0.22 0.15 0.17 0.00 0.12 0.00 0.07

数字载体相关服务 0.01 0.02 0.02 0.26 0.08 1.23 0.80

数字载体制造业 2.33 2.01 2.07 0.00 1.54 0.77 5.75

全社会消费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农村居民的数字行业消费主要在数字实体运营和数字载体制造业,
 

两个行业之和占全部数字消费的

77.65%,
 

占全部消费的8.7%,
 

农村居民消费对于数字行业消费依赖比较明显.

城镇居民的数字行业消费主要在数字实体运营和数字网络运营业,
 

两个行业之和占全部数字消费的

75.64%,
 

占全部消费的9.6%,
 

城镇居民消费对于数字行业消费依赖比较明显.

政府消费的数字行业消费主要在数字产品生产以及数字载体服务业,
 

两个行业之和占全部数字消费的

100%,
 

占全部消费的2.01%.

固定资产形成的数字行业消费主要在数字实体运营和数字载体相关服务业,
 

两个行业之和占全部数字

消费的82.19%,
 

占全部消费的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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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增加的数字行业消费主要在数字载体制造业和数字实体运营业,
 

两个行业之和占全部数字消费的

100%,
 

占全部消费的13.26%,
 

库存增加对数字行业消费依赖比较明显.

最终使用的数字行业消费主要在数字实体运营和数字载体制造业,
 

两个行业之和占全部数字消费的

61.21%,
 

占全部最终消费的3.6%.

4.5.4 数字经济消费的内外效应突出

从数字行业消费的内外效应看,
 

重庆的数字出版产业的内外效应比较明显(表17),
 

全社会流入大于流

出,
 

进口大于出口.
 

但是,
 

全社会的净流出和净出口数据相差不大,
 

基本处于平衡状态.

从数字行业看,
 

2019年重庆市数字出版产业的内外效应主要发生在数字载体制造业和数字实体运营

业,
 

各个数字行业具有的内外效应特征表现为:

(1)
 

数字载体制造业的流出大于流入,
 

出口大于进口.

(2)
 

数字实体运营业的流出大于流入,
 

出口大于进口.

(3)
 

数字网络运营业的流出大于流入,
 

没有进出口发生.

(4)
 

数字载体服务业的流出大于流入,
 

出口大于进口.

(5)
 

数字产品生产业的流出大于流入,
 

出口大于进口.

(6)
 

数字文化活动业的流入大于流出,
 

没有进出口发生.

总体上看,
 

重庆市的数字出版产业的内外效应具有明显的经济拉动作用.
表17 

 

重庆市2019年数字出版产业内外效应分析表 万元 

行业 载体制造 实体运营 网络运营 载体服务 数字产品 数字文化活动 全社会总量

出口 3
 

315 579 0 5 2 0 7
 

809
 

国内省外流出 28
 

383 19
 

103 9
 

407 12
 

017 3
 

315 44 830
 

529
 

最终使用合计 41
 

926 42
 

266 18
 

815 18
 

385 7
 

830 559 1
 

748
 

469
 

进口 2
 

675 0 0 4 1 0 7
 

846
 

国内省外流入 10
 

580 344 228 8
 

795 2
 

360 209 851
 

168
 

5 研究结论

基于以上实证分析,
 

得出如下结论:

1)
 

数字出版对数字经济产业部门渗透性不断加深

数字出版对数字经济产业部门渗透性不断加深,
 

产业链条带动数字经济领域27个生产性部门;
 

数字出

版产品与数字经济产业部门之间存在着非常明显的直接消费关联性,
 

数字出版产业扩大效应非常突出;
 

数

字出版各产业部门增加值率高于全社会增加值率,
 

数字出版对数字经济总量贡献高于其他部门.

2)
 

数字出版产业链对数字经济波及效应显著

数字出版产业涉及68个国民经济行业部门和36个行业链条,
 

核心影响显著;
 

数字出版产业对相关

数字经济行业的直接影响明显,
 

行业的耦合度高;
 

数字出版产业对于重庆市国民经济各个行业的完全影

响普遍存在.

3)
 

数字出版产业对于国民经济具有明显的感应度和影响力

数字出版产品载体制造业是重庆市影响力最高的行业,
 

每增加1亿元,
 

将引起全社会总产出增长

1.591
 

9亿元,
 

数字出版产业之间存在明显的互耦影响;
 

重庆的数字产品载体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实体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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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全市感应度前10位.

4)
 

数字出版产业对数字经济消费影响突出

数字出版带动居民数字经济消费比重不断扩大,
 

占重庆市2019年GDP的6.81%;
 

数字经济消费行业

集中度高,
 

电信业务消费总量占全部数字经济消费产品行业的62.57%;
 

数字经济消费倾向性明显,
 

农村

居民主要是数字实体运营和数字载体制造业,
 

城镇居民主要在数字实体运营和数字网络运营业,
 

政府消费

主要在数字产品生产和实体运营及数字载体服务业.

参考文献:

[1] 唐·泰普斯科特.
 

数据时代的经济学:
 

对网络智能时代机遇和风险的再思考
 

[M].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6.

[2] 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Defining
 

and
 

Measuring
 

the
 

Digital
 

Economy
 

[EB/OL].
 

(2018-03-15)
 

[2021-12-05].
 

https:
 

//www.
 

bea.
 

gov/system/files/papers/WP2018-4.
 

pdf.

[3] 日本IT战略本部.
 

i-Japan战略2015
 

[J].
 

中国信息化,
 

2014(7):
 

14-23.

[4] 康铁祥.
 

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测算研究
 

[J].
 

当代财经,
 

2008(3):
 

118-121.

[5] 许宪春,
 

张美慧.
 

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测算研究
 

[J].
 

中国工业经济———基于国际比较的视角,
 

2020(5):
 

23-41.

[6] 关会娟,
 

许宪春,
 

张美慧,
 

等.
 

中国数字经济产业统计分类问题研究
 

[J].
 

统计研究,
 

2020,
 

37(12):
 

23-41.

[7]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浙江省统计局.
 

浙江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统计分类目录
 

[EB/OL].
 

(2021-11-08)
 

[2021-

12-01-05].
 

https:
 

//max.
 

book118.
 

com/html/2021/1107/5230303113004102.
 

shtm.

[8] 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数据发展局.
 

广西数字经济发展规划(2018-2025年)
 

[EB/OL].
 

(2022-01-16)[2022-03-05].
 

http:
 

//

gxxxzx.
 

gxzf.
 

gov.
 

cn/dsjjsfw/zzqdsjzcjbzgf/t11379089.
 

shtml.

[9] 国家统计局.
 

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
 

[EB/OL].
 

(2021-06-03)[2021-11-10].
 

http:
 

//www.
 

stats.
 

gov.
 

cn/tjsj/tjbz/202106/t20210603_1818134.
 

html.

[10]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EB/OL].
 

(2020-09-20)
 

[2021-12-05].
 

http:
 

//www.
 

gov.
 

cn/jrzg/2010-09/20/content_1706558.
 

htm.

[11]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网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
 

[EB/OL].
 

(2016-02-15)[2021-11-

10].
 

http:
 

//www.
 

cac.
 

gov.
 

cn/2016-02/15/c_1118048596.
 

htm.

[12]黄孝章,
 

张敏.
 

数字出版产业统计体系及指标构建研究
 

[J].
 

科技与出版,
 

2013(11):
 

92-93.

[13]吴江文.
 

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分类方法初探
 

[J].
 

编辑之友,
 

2014(2):
 

78-81.

[14]重庆市统计局.
 

重庆市2020年一季度地方统计调查项目目录公告
 

[EB/OL].
 

(2022-04-21)[2022-06-05].
 

http:
 

//tjj.
 

cq.
 

gov.
 

cn/tjgz/tjdcxmgl/dftjdcxmgg/202204/t20220421_10641352.
 

html.

责任编辑 汤振金    

901第1期    
 

 吴江文,
 

等:
 

数字出版对数字经济影响力的实证研究———以重庆市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