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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2月，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

发展规划》强调，促进数字技术向经济社会和产业发

展各领域广泛深入渗透，推进数字技术、应用场景和

商业模式融合创新，形成以技术发展促进全要素生

产率提升、以领域应用带动技术进步的发展格局①。

对于我国经济发展而言，目前数字化进程和产业变

革不断加快，区域商业模式升级是大势所趋，更是促

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对于区域未来

发展来说，实现商业模式创新升级对地区提高产业

竞争力、优化经济结构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各地需

要在政策支持下，不断整合区域优势要素，以推动区

域形成数字化创业，打破区域传统商业模式价值创

造逻辑，实现区域商业模式创新升级。基于此，本文

旨在探索数字化背景下区域商业模式创新及其影响

因素，为充分利用区位优势、提升自身创业水平提供

理论参考。

一、相关研究文献评述

在数字化背景下，学术界对区域商业模式创新

及其影响因素提出了新的观点。罗珉和李亮宇

（2015）认为，互联网颠覆了价值创造的逻辑、方式和

载体，重塑了区域商业模式创新升级的来源动力。荆

浩等（2017）认为，数字化时代，企业最重要的能力之

一就是依据区域优势，通过与数字化结合，突破企业

传统价值创造方式。顾丽敏和张骁（2023）提出，数字

经济通过数字化信息、互联网平台、数字技术、新模式

和新业态驱动商业模式创新。从梳理以上文献可以看

出，商业模式创新升级已成为区域实现数字化转型、获

取新的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本文主要研究区位要素、

创业代群②和政策支持对区域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但

以往文献有关创业代群的探讨较少，本文从区位要素

对区域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政策支持在区域商业模

式创新中的作用两方面梳理文献，以为区域商业模

式创新影响机制研究提供理论参考。

关于区位要素对区域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以

往学者基于不同时代提出了各自观点。黄筱彧等

（2018）认为，在传统工业时代，创业企业主要受到成

本、交通和市场等外部因素的主导。而企业内部因素

则受到区域人才、团队及资源之间平衡的影响（姚梅

芳等，2008）。相比传统创业区位要素，在数字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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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持下，近年来又产生了很多新兴创业区位要素，也

间接影响了传统创业区位要素新的组成。朱秀梅等

（2020）从互联网区位要素入手，提出互联网发展能

够显著提升我国区域创新能力，数字技术可以从根

本上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布局。郑景丽等

（2024）提出，应依据区位特点，采取自主创新研发、

协同合作的差异化策略，营造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

适应的创业环境，释放创业活力。数字化可以支持制

造业采用可持续的商业模式（Antonio等，2019）；数

字化时代可以通过新颖的资源配置来创造价值

（Amit和 Han，2017）；数字赋能商业模式，提高了区

域创新效率，进而激发地区创业活力。

政策支持在区域商业模式创新中发挥重要作

用。徐青（2019）研究发现，政府支持促进了商业模式

创新，且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李永

发等（2021）认为，产业政策是政府引导产业发展、调

整产业结构失衡的重要工具，对提高企业商业模式

创新水平发挥积极作用。王玲玲等（2023）基于知识

基础和社会认知理论研究发现，政府支持能够显著

提升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吴艳等（2023）研究认

为，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等政策支持有助于促进企

业商业模式创新。

综上，以往文献大多从传统区位要素视角探讨

商业模式创新，随着互联网迅速发展，大量学者研究

数字技术在商业模式创新中的重要作用。但鲜有学

者将传统创业区位要素与数字化下新兴要素相结

合。除此之外，考虑到政府政策支持以及数字化背景

下新一代创业代群的引领驱动作用，本文将新旧创

业区位要素、政策支持和新型创业代群纳入一个框

架，研究其对区域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机制。同时，

构建基准回归模型及机制检验模型，旨在丰富已有

文献研究，为从中观层次研究区域商业模式创新提

供新的思路，为政府决策提供理论参考。

二、区位要素、创业代群与区域商业模式创新

关系的理论分析

为了直观展现区域商业模式创新升级的影响

机制，本文从创业区位要素、创业代群和政策支持三

个方面进行阐述，并提出假设。

（一）创业区位要素与商业模式创新

传统创业区位要素是指在传统产业中，创业者

在选择企业区位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包括地理

位置、人才资源、市场需求和政策支持等方面

（Cuadrado和 Aurioles，1990）。相比传统创业区位

要素，有学者从新兴区位创业要素入手，强调互联网

发展对创业具有重大而积极的影响，可以从根本上

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布局（Tan和 Li，2022）；数

字平台可以使中小企业重新配置其能力，以促进商

业模式创新（Xie等，2022）；数字化可以赋能文化产

业高质量发展（王然，2022）；数字赋能商业模式，提

高区域创新效率，进而激发地区创业活力。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的发展不断影响传

统产业领域，变革创业环境（史亚雅和杨德明，2021）。

创业活动不但受到地理位置、人才资源等传统创业

区位要素的影响，而且数字技术发展较快的地区更

能吸引新兴创业者。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创业者能

够快速吸纳各种投入要素，提高要素资源利用效率，

输出各种数字产品和数字服务，驱动企业快速成长，

并产生创业空间溢出效应和辐射效应。进一步地，基

于互联网和数字技术构建的数字平台，利用网络效

应，各创业企业能够形成一个规模较大、紧密协作、

精准匹配的正向价值创造商业生态圈，实现商业价

值的创造和分配，从而促进区域商业模式创新升级。

因此，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传统和新兴创业区位要素

融合能够更好地发挥对商业模式创新的促进作用。

基于此，提出假设 1：

H1：数字化背景下传统和新兴创业区位要素融合

能更好地促进区域商业模式创新。

（二）创业代群与商业模式创新

创业代群是一种商业变革群体，最开始由成员

在特定历史时间区间、事件区间或地域区间中开展

一系列创业活动，最终演化成为具有明显区域特征、

发展类似性和区域（创业）文化影响力的群体，对区

域商业模式变革有重要影响（高强等，2020）。我国的

企业家也具有典型的代际特征，伴随着政策改革，每

一代企业家的出现都会掀起一场商业模式变革（李元

旭和曾铖，2019）。根据创业代群的概念，数字化背景

下的创业代群即新型创业代群（高强等，2020）。

从创业环境看，新型创业代群主要诞生于互联

网快速发展的 2000年以后。从创业情景看，主要通

过吸收传统创业区位优势，并接入互联网要素来实

现商业模式变革。从创业生态系统看，传统创业系统

的区位性特征减弱，取而代之的是跨区域合作及互

联网产业集聚特征。这些创业代群在吸收利用传统

创业区位要素的同时，融入以互联网、大数据为特征

的新兴创业区位要素进行创业。在此过程中，创业先

驱会引导带动区域更多的创业者选择新兴创业，随

之形成的集聚与溢出效应会推动区域商业模式完成

升级。例如，随着短视频平台直播带货兴起而形成的

区域商业模式集聚，冲击了传统互联网电商模式（高

强等，2023），为部分地区商业模式创新升级注入了

动力。基于此，提出假设 2：

H2a：数字化背景下新型创业代群在传统创业要

素影响区域商业模式创新的过程中具有中介作用；

H2b：数字化背景下新型创业代群在新兴创业要

素影响区域商业模式创新的过程中具有中介作用。



（三）政策支持与区域商业模式创新

20世纪 30年代，随着区位理论的发展，一些学

者对区位理论中的政府行为做出了开创性研究。在

对一些发展不平衡地区进行研究后，发现政府行为

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即政府政策不但影响了区

域产业分布，也促进了区域经济模式的发展（魏伟忠

和张旭昆，2005）。

在我国，提供市场经济调节是政府经济职能之

一。康秀梅（2014）强调，政府政策支持对区域创新

至关重要，要重视地方政府在区域创新中的作用。

李颖等（2018）从资源区位要素角度研究发现，政策

支持能够显著提升创业企业创新绩效。基于此，提

出假设 3：

H3a：数字化背景下，政策支持可以增强新型创

业代群在传统创业区位要素与区域商业模式创新之

间的中介作用；

H3b：数字化背景下，政策支持可以增强新型创

业代群在新兴创业区位要素与区域商业模式创新之

间的中介作用。

三、区位要素、创业代群与区域商业模式创新

关系的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

首先，为验证区位要素对区域商业模式创新的

直接效应，构建如下基本回归模型（1）：

Urbmi,t=琢0+琢1Ee i,t+琢2Ci,t+滋i+V t+滋i,t （1）

式（1）中，Urbmi,t为区域 i在 t时期的商业模式

创新水平，Ee i,t 为区域 i在 t时期的创业区位要素

发展水平，Ci,t为控制变量，滋i、V t为不随时间和个体

变化的固定效应，滋i,t为随机扰动项。

其次，为探究区位要素如何通过创业代群作用

于区域商业模式创新，以及政策支持在其中所发挥

的调节作用，参考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在模型（1）

的基础上构建了中介调节效应模型，如式（2）（3）（4）

所示：

Eegi，t=酌0+酌1Ee i,t+酌2Ci，t+滋i+V t+滋i,t （2）

Urbmi,t=茁0+茁1Ee ivt+茁2Eegi,t+茁3Ci,t+滋i+V t+滋i,t （3）

Urbmi,t=啄0+啄1Ee i,t+啄2Eegi,t+啄3Eegi,t
*Gep i,t+啄4Ci,t+滋i+V t+滋i,t（4）

其中，Eegi,t为区域 i在 t时期的新型创业代群规
模，Gep i,t为区域 i在 t时期的政策支持。
（二）变量设定

1.被解释变量：区域商业模式创新（Urbm）。借

鉴吴非等（2021）的测度方式，首先计算 2011-2021

年上市公司企业年报中“数字化转型”出现的频率，

再利用 stata软件筛选出各区域排名前 20%的企业

并取平均值，以此衡量区域商业模式创新升级程度。

2.解释变量：创业要素发展水平（Ee）。对于传

统创业要素水平（OldEe），依据区位理论，参考黄筱彧

等（2018）的研究，选取交通（Traffic）、人才（Talent）、

市场（Reec）三要素，将公路里程、大学生数量、实体经济

发展水平作为二级指标，通过熵值法测算来衡量传

统创业要素水平。

对于新兴创业区位要素（NewEe），应当考虑具

备互联网属性及时代特征。因此，参考张雪薇等

（2019）对区域创业活跃度的研究，选取高铁站数量

（Hirail）、互联网从业人员（Inttal）及互联网相关

产出（Intout）三个指标，并利用熵值法来衡量新兴

创业要素发展水平，通过新旧创业区位要素的对比

及融合来研究其对区域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

3.中介变量：新型创业代群（Eeg）。创业代群是

指商业变革群体。新型创业代群是具有鲜明数字化

特征的商业变革群体。由于国内对创业代群的研究

还较少，因此在借鉴赵涛等（2020）、楚天骄和宋韬

（2017）的基础上，选取数字经济水平（Digeco）、每万

人新注册企业数量（Entrep）及各地独角兽企业数量

（Unicorn）三个指标，并利用熵值法来衡量区域新型

创业代群规模。

4.调节变量：政策支持的测度（Gep）。本文侧重

考察政府数字化创业政策对区域商业模式创新的影

响。参考陶长琪和丁煜（2022）关于政府政策对数字

经济支持的研究，通过对各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数字

化”出现的数量进行统计，测度政策支持的程度。

5.控制变量：为更加全面地分析数字化背景下

创业要素对区域商业模式的影响，需要防止过程中

可能产生的溢出效应，设定对区域商业模式创新可

能产生影响的控制变量。因此，选取产业结构

（Indst）、教育水平（Edu）、互联网水平（Inter）以及

政府支持（Govsup）进行控制①。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共选取 2011-2021年全国 31个省级行政

区②2846家 A股上市公司企业年报数据样本。在剔

除 ST类、金融类及数据缺失公司后，最终筛选出

1805家企业，形成了 308个省级地区的均衡面板观

测。所用的主要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各类统计

年鉴、企业年报及政府工作报告和北京大学数字普

惠金融研究中心数据③。

四、区位要素、创业代群与区域商业模式创新

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检验结果分析

通过 stata17.0对变量进行标准化，再对模型

进行回归检验。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拒绝原假设

①各变量定义与说明详见《价格理论与实践》网站（http : / / www . price - world . com . cn /）附件。
②鉴于数据可获得性，本文剔除了海南省，合并了西藏、青海和甘肃、宁夏为两大地区，最终得到了 28个省级地区。

③描述性统计详见《价格理论与实践》网站（http : / / www . price - world . com . cn /）附件。



P<0.05，即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回归，表

明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效果更好。且通过 F

检验得出 P值小于临界值 0.05，表明模型存在个体

效应和时间效应，因此使用双因素固定效应模型进

行估计更为有效。在回归之前，对变量相关性进行

检验①，显示主效应之间呈显著正相关性。

（二）基准回归分析

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1所示。从模型（1）可知，在

不控制固定效应且不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结果显

示：在 1%显著性水平上传统创业区位要素和新兴创业

区位要素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从模型（2）可知，在 1%显

著性水平上传统创业区位要素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即

现阶段传统创业区位要素对区域商业模式创新依然具

有显著推动作用。从模型（3）回归结果看，加入新兴区

域创业要素后，系数显著为正，能够促进区域商业模式

创新，但回归系数小于传统创业区位要素，说明当前传

统创业区位要素依然是区域商业模式创新的主要因

素。在模型（4）中加入传统创业区位要素和新兴创业要

素的交互项，结果显著为正，表明新兴创业区位要素的

融入，将增强传统创业要素对区域商业模式创新的

影响，即新老创业区位要素的融合能更好地促进区

域商业模式创新，验证了假设 H1。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四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②。一是替

换解释变量。采用赵涛等（2020）的研究方法，利用数

字普惠金融指数替代互联网产出来衡量新兴创业区

位要素进行回归。二是缩小样本量。“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政策对区域创业及商业模式创新也发挥了积

极影响，但因收集数据有限，本文未能考虑这一政策

对实证结论的影响，将 2015年的数据剔除后对数据

再次进行回归。三是滞后一期解释变量。考虑到新

兴创业区位要素对区域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可能具

有滞后性，因此对该变量取滞后一期进行回归。四是

采用 2SLS方法进行回归。上述结论中传统创业区位

要素显著为正，为控制可能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将传

统创业区位要素滞后一阶段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回

归。结果显示：解释变量显著性及正相关性与前文基

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说明结果具有稳健性。

（四）中介效应分析

为了检验新型创业代群的中介效应，本文通过

逐步回归法对新老区位创业要素对区域商业模式创

新的影响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2所示。从表 2模

型（2）可知，传统创业区位要素对新型创业代群发展

呈现正向显著关系。把传统创业区位要素和新型创

业代群同时放入模型（3）中时，新型创业代群对区域

商业模式创新的正向作用显著，同时传统创业区位

要素对区域商业模式创新的正向作用显著，说明新

型创业代群在传统创业区位要素影响区域商业模式

创新过程中发挥着中介作用，假设 H2a得到验证。

从表 2 模型（6）可知，新兴创业区位要素与新

型创业代群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关系。接着按照以上

步骤，把新兴创业区位要素和新型创业代群同时放

入模型（7）中时，新型创业代群对区域商业模式创新

的正向作用显著，同时传统创业区位要素对区域商

业模式创新的正向作用依然显著。因此，新型创业代

群在新兴创业区位要素影响区域商业模式创新过程

中发挥中介作用，假设 H2b得到验证。

假设 H2a 和 H2b 成立说明新型创业代群能够

利用区域传统创业要素，并结合新兴创业区位要素

来帮助地区充分利用区域创业区位要素进行产业结

构优化和技术创新，发挥创业区位要素的最优作用，

促进区域商业模式创新。

（五）调节效应分析

为进一步验证政策支持的调节效应，本文采用

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等提出的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模型检验方法，将自变量（创业要素）、中介变量（新

型创业代群）、交互项（政策支持 *新型创业代群）以

及控制变量进行回归检验。表 2中模型（4）和模型

（8）结果显示：模型（4）中介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

正，且交互项系数为正，假设 H3a被验证，但显著性

较低，表明在传统创业区位要素下，政策支持的调节

作用有限。模型（8）对中介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

正，且交互项系数也显著为正，表明数字化背景下，

政策支持可以增强新型创业代群在新兴创业区位要

素与区域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中介作用，即政策支

持可以发挥调节作用，增强新型创业代群的中介作

用，假设 H3b得到验证。

①相关性检验结果详见《价格理论与实践》网站（http : / / www . price - world . com . cn /）附件。
②稳健性检验结果详见《价格理论与实践》网站（http : / / www . price - world . com . cn/）附件。

表 1 基准回归及交互项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下同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 2011-2021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对

数字化背景下区位要素影响区域商业模式创新进行

研究，引入新型创业代群作为中介变量、政策支持作

为调节变量，证实了创业区位要素及其融合对区域

商业模式创新具有促进作用，且验证了创业代群及

政策支持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结论具有以

下政策启示：

1.加强新兴创业区位要素发展投入，巩固现有

传统优势要素，促进两者融合发展更好推动区域商

业模式创新。当前各地在保证传统创业区位要素不

变的同时，还需要不断提升新兴创业区位要素水平。

一方面，目前传统创业区位要素依然占据主要地位，

各地应持续保持自身传统要素优势，为未来要素新

的变化打下坚实基础；另一方面，新兴要素的作用已

然对区域商业模式创新产生了显著影响，应将发展

新兴要素提升到区域战略层面，制定科学、长远的新

兴创业支持政策，以新兴要素优势拓展区域创业选

择边界。最终，依靠新兴要素与传统要素的融合来

持续推动区域商业模式创新。

2.因地制宜支持区域新型创业代群发展，激发

其商业模式创新的引领作用。从改革开放至今，历

代创业代群对我国每次商业模式变革都具有推动作

用，是区域探索经济模式转变与经济再增长的探路

者。因此，各地应积极寻找属于本地区的创业代群

文化，并激发其创新溢出效应，带动区域商业模式创

新。同时，地方政府应响应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的号召，践行“双创”精神，给予当地已有创业代

群政策支持，以点带面变革区域商业模式。除此之

外，各级政府也需要了解当地产业升级的可行性，从

而明确商业模式转型方向，通过政策指引当地创业

代群，帮助其实现商业模式创新，进而推动区域商业

模式整体布局。

3.脚踏实地推进党中央政策，促

进区域商业模式创新。当前我国正在

大力打造创新创业创新版，鼓励地方

先行先试大胆探索，但要克服急功近

利，单方面追求新兴要素的发展，而

忽视当地传统创业区位要素的异质

性作用。因此，各地政府应当尽量平

衡政策，通过推动新老区位要素融

合，实现要素最佳化匹配来推动区域

商业模式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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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