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计算的社会经济价值和区域发展评估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加速融合发展，人类社会在解决一个个难题的过程中不断开发应用新的技术、创造新的

生活。例如，2003年“非典”催生了电子商务，通过互联网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2020年的新冠疫情，培育壮大了

直播带货、网上医疗、在线教学等新模式，让大家更加认识到了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巨大效益。

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和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支撑。其中，云计算作为重要的网络计算模式和关键应用基础设施，以信息流带动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物

资流，促进了资源配置优化，加速信息技术与各行业的交叉融合，催生了新业态、新模式，成为提升信息化水平、培育壮大

新兴业态、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持续推动云计算发展，有利于加快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推动信息技

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动全社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整体提升。

“加快云计算基础设施建设布局，持续深化传统行业上云”是工信部近年来的重点工作。而当前如火如荼的“新基

建”，也为中国的云计算产业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目前，云计算作为一种基于大数据的共享服务模式，通过搭建

数据平台、优化计算方式、丰富应用场景，不断提升社会治理的精细化水平和公共服务的便捷化水平。如何投资建设能发挥

“新基建”的最大功效？企业上云对社会发展有什么作用？中国目前的云计算发展有哪些特征？怎样可以更好地提升中国整

体以及各地的云计算发展水平？云计算到底如何运行？云平台如何助力社会治理？云服务怎样影响你我生活？这些都是各级

各地政府所关心的话题，本研究工作重点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系统定量的研究，详细梳理了云计算经济价值和发展现状，并对

下一步云计算发展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相信会对如何回答或解决这些问题有所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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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结论
云计算自诞生之日起就被视为改变社会的“通用目的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但是时至今日，云计算除

了自身产值带来的经济价值外，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所做的贡献，例如生产效率的提升等，却仍缺乏系统定量的研究。特别是在

当今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以云计算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肩负着激发中国经济发展潜力的重任，如何进行投资建设才能让

新基建的价值最大化，成为十分必要且迫切的研究课题。

基于此，本研究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中国市场份额最大的云计算服务企业阿里云平台上数据进行分析，科学论证云计算

的社会经济价值以及当前中国各区域的云计算发展现状。研究发现：云投入可以加速创新，缩小区域经济鸿沟，驱动经济高质量

增长。具体包括：

以云计算为代表的新基建，对GDP的拉动效果是传统基建的1.2倍；

当某地区的云上数据存储量达到一定规模后，云计算对GDP的额外带动作用可再提升73%。目前北京、上海、浙江、广东

已越过“门槛”；江苏、福建、四川即将越过“门槛”；而其他省份距离“门槛”仍有一定差距，需继续加大云计算投入；

上云企业数翻倍，全要素生产率可提高0.7个百分点，显著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未来5年，云计算将至少带来300万个新增高质量就业岗位；

中国大陆城市的云计算发展水平分层、分化现象明显，可划分为5个梯队，并在数量上呈“金字塔”型分布：深圳、杭州、

北京、广州4个城市组成“云一线”梯队，发展水平遥遥领先；成都等14个城市组成二线梯队，与一线梯队差距明显，但呈

现出加速追赶态势；由80个三线、101个四线和138个五线城市组成的云计算中低线梯队，仍未充分享受到云计算红利；

中国云计算发展水平呈现东高西低、南强北弱的空间格局，区域集聚特征显著，已形成长三角、大湾区和京津冀三大高地，

且城市群内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效果突出；

政府引领是推动地方云计算发展的重要因素：不论是广东、浙江等经济发达省份，还是贵州、内蒙古等经济相对落后地区，

政府通过业务上云示范和产业政策驱动等方式，有效提升了当地云计算发展水平；

区域间云计算发展水平差距远大于GDP差距，且低线城市的云计算发展增速明显低于高线城市，考虑到云计算对社会经济

发展的重要作用，应尽快加大在云计算欠发达地区的投入，以免产生“数字鸿沟”。



计量经济学以经济理论和统计资料为基础，通过运用数学、统计学方法与电脑技术建立经济计量模

型，定量分析研究具有随机性特性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计量经济学的数量化方法是实证研究的支柱，

没有它，就谈不上现代意义的经济学研究。

导语
2020年伊始，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黑天鹅”，让全球经济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验，也永远地改变了历史

的发展轨迹。以云计算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不论在疫情防控还是在生产生活保障中，都得到了广泛应用并发

挥了重要作用，充分展现了数字经济的价值与潜力。在后疫情时代，随着企业复工复产的稳步推进，“上云用数赋

智”成为社会共识，企业上云迈入新一轮高峰期，数字化转型进程显著提速。

为了对冲疫情影响、提振国内经济，中央政府规划部署“新基建”相关工作，既承接“旧基建”经济增长的引

擎功能，又作为驱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技术支撑。2020年4月20日，国家发改委首次就“新基建”概念和内涵作

出正式解读，将云计算明确作为新基建的重要组成部分。云计算作为新型基础设施的核心环节，是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新技术的关键底座，更是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云计算对社会发展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但囿于方法和数据的限制，目前有关云计算对经济体量的拉动作用、

社会生产效率的提升效果等宏观经济影响的研究很少，特别是缺少系统性的定量研究。与此同时，政府、企业和投

资者在做出产业投资决策时，也缺乏科学可用的“度量衡”工具，对地方的云计算发展水平进行客观评估。如何投

资建设才能让“新基建”发挥最大效能，促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一套科学可量化的指标体系提供参考。

基于此，本研究将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结合阿里云平台2016年1月—2020年6月数据，深入研究云计算的社

会经济价值，并分析中国各区域的云计算发展现状特征，最后针对中国云计算市场发展给出政策建议。阿里云是中

国最大的云计算服务厂商，根据IDC 2019Q4公有云市场数据，阿里云IaaS+PaaS市场占有率达42.0%，足以代

表整个行业的发展情况。此外，在本研究中仅计入IaaS、PaaS产品数据，未计入SaaS产品数据。如将SaaS产品

纳入考虑，云计算的社会经济价值将更为可观。

“经济学要依赖于计量实证，才能成为一门科学。”

——著名经济学家杰佛里·伍德里奇（Jeffrey M. Woold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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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的社会经济价值和区域发展评估

云计算对GDP的带动作用1

论断1：每100万元的云计算基础设施投入，可在传统基建对GDP拉动效果基础上额外产生6.46万元的GDP；

即以云计算为代表的新基建，对GDP的拉动效果是传统基建的1.2倍

在互联网时代，企业开拓新业务、进入新市场的主要障碍之一，就是高昂的前期投入成本，特别是昂贵的ICT

资本支出。云计算服务的引入，能够显著降低企业进入和生产的固定成本，有助于企业更早更好地享受信息通信技

术带来的生产力提升；与此同时，云计算服务的普及也将强化企业间的竞争，提高产量并降低加价幅度，从而对消

费产生积极影响。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云计算服务花费有助于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云计算服务消费额每增加1个百分点，可以

带动实际GDP额外增长0.0646%。结合传统基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测算 ，可知每100万元云计算支出，在传统基

建可拉动30—40万元GDP的基础上，还将额外产生6.46万元的拉动效果（见图1）。也就是说，以云计算为代表的

新基建，对GDP的拉动效果是传统基建的1.2倍。

图1 云计算对GDP的带动作用

1

盛来运、李拓、毛盛勇、付凌晖，2018：《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测算与经济增长前景预测》，《统计与信息论坛》第12期。1

6

多项研究结果表明，应用云计算服务可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例如，云计算服务可为企业提供进入全球市场的

机会 、降低运营成本、提高战略决策的灵活性、改进客户服务体验 ，并显著提升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业务生存

率和灵活性 。德勤的研究显示，在云服务方面每投资1美元，企业平均回报约为2.5美元 。而对于公共部门来说，

云服务能够帮助他们在改善服务的同时优化效率   。

然而，对于云计算服务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作用效果，一直以来缺乏科学的定量表征。本研究应用计量经济

学方法对阿里云平台数据进行分析，进而对云计算服务的GDP拉动效果、经济质量提升作用和就业机会贡献进行定

量论断，填补了学术界在云计算社会经济影响领域的空白，并可为今后制定云计算发展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1

  Ross, P. K., and M. Blumenstein, 2015, “Cloud Computing as a Facilitator of SME Entrepreneurship”, Technology Analysis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 27(1):87-101.

  Iansiti, M., and G. Richards, 2011, “Economic Impact of Cloud Computing White Paper”.

  Wang, J., and K. McElheran, 2017, “Economies Before Scale: Survival and Performance of Young Plants in the Age of Cloud 

Computing”, Rotman School of Management Working Paper No. 3112901.

  Deloitte, 2019, “The Economic Value of Cloud Services in Australia”.

  KPMG, 2011, “Modelling the Economic Impact of Cloud Computing: Australian Information Industry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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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云上数据存储系数，指各省级行政区云上数据存储量相比于“门槛值”对应数据存储量的比值

 浙江省数字经济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2020：《2019年度浙江“企业上云”工作情况通报》。

Rohlfs, J., 1974, “A Theory of Interdependent Demand for a Communications Service”,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

ment Science, 5(1):1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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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在企业中的普及，也会通过企业间的协同效应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带动作用。企业间的协同效应，指

一个集群中的企业由于相互协作、共享业务行为和特定资源，将比单独运作的企业取得更高的赢利能力。

以采购云企业数为自变量的回归分析表明，采购云的企业数平均每增加1%，实际GDP增加0.0952%。也就是

说，如果采购云计算服务的企业数翻倍，可带动实际GDP增加9.52%。

以浙江省为例，2019年全省上云企业数量达到37.78万家  ，占全省总企业数的26.8%。从本报告后续研究结果

可知，浙江省是中国云计算第一梯队的省份，上云企业比例在国内属于领先水平，即便如此，浙江省仍有近3/4的

企业尚未享受云计算带来的数字红利。中国企业上云发展空间巨大，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论断2：从量变到质变，云计算对经济拉动有加速效应

互联网行业具有明显的“网络效应”，即用户数量增加时，网络的价值会指数级放大。云计算具备类似的特

性，即随着新用户的不断加入、云计算与其他产业的深度融合，云计算的价值将不断提升。当达到某个临界规模

后，云计算对经济系统的作用会再次放大  。

回归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是一种预测性的建模技术，它研究的是因变量（目标）和自变

量（预测器）之间的关系。在本研究中，用回归方程定量刻画云计算消费这个自变量与经济增长这个

因变量间的线性依存关系。

关于回归分析方法

1

2

1

 Roller, L., and L. Waverman, 2001, “Telecommunications Infra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 Simultaneous Approac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4):909-923.

1

考虑到企业的用户习惯养成和平台转换成本，要实现网络效应，通常需要跨越一个临界规模。这意味着，同很

多需要大量前期投入的技术类似，云计算对经济的带动作用很有可能是非线性的 ，待投入达到一定规模后，对经济

的拉动作用会明显提升和加速。在计量经济学上将该现象称之为“门槛效应”。

模型结果显示，云计算消费对实际GDP的拉动具有门槛效应：当某地区在云上的存储数据积累达到一定规模

后，云计算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果会再次提升，对GDP的额外带动作用再增长73%，从而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跨

越。对中国大陆31个省级行政区的季度数据进行分析可知，目前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4个省级行政区已越过

云上数据存储量“门槛”，云消费额每增加1%，实际GDP额外增加0.078%；江苏、福建、四川三省即将越过门

槛；而天津、湖北、山东、湖南等其他24个省级行政区距离云上数据存储量“门槛”仍有一定差距，云消费额每增

加1%，实际GDP额外增加0.045%，为进一步提升云计算对GDP的带动效果，需继续加大云计算投入（见图2）。

图2 云计算对GDP拉动的门槛效应

云上数据存储系数

8

云
对
G
D
P
的
额
外
拉
动
效
果

0.4

2%

4%

6%

10%

0.6 0.8 1（门槛值） 1.2 1.4

福建

四川

......

北京

广东

浙江

上海

山东

天津
湖北

8%
江苏

4.5%

7.8%



云计算的社会经济价值和区域发展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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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的普及可以降低企业在ICT上的资本和运营支出，帮助企业以更少的ICT投入达到相同的产出水平，期间

释放出的资源可以用于其他生产形式，进而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并最终实现GDP的增长。因此，探讨云计算对于

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对于判断云计算能否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具有重要意义。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云消费额每增加1%，全要素生产率可增长0.149%。也就是说，随着云计算发展水平的

提高，一个地区的技术水平及要素配置效率将得到有效提升。云计算作为一种新的服务业态，其对经济的影响已经

超越了产业本身，而是更多的作为一种通用目的技术、一种新型基础设施、甚至一种全新思维模式，渗透到经济社

会的方方面面，改变国家的创新范式，并最终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图3  2011—2018年中国GDP增长率和TFP   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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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对经济质量的提升作用2

论断3：上云企业数翻倍，全要素生产率可提高0.7个百分点

早在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洛（Robert Solow）就注意到美国产业界普遍存在一种奇怪现象：尽管

美国在信息技术上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但是这些投入对生产率的作用甚微。索洛进而提出了著名的“索洛悖论”，即

除了生产率以外，计算机的作用无处不在  。

中国经济过去的高增长主要源于要素投入，表现为资本高投入和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但2012年末劳动年龄人口

的绝对下降，预示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以往依靠要素驱动的增长模式难以持续，必须寻找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经济增长是由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决定的。近年来，中国的全要素生

产率保持停滞（见图3），未来经济增长的关键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2015年3月，我国首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推动经济由投入型增长转向效率型增长。2017年10月，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国

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提出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紧迫要求。

门槛效应，是指当一个经济参数达到特定的数值后，引起另外一个经济参数发生突然转向其它发

展形式的现象（结构突变）。其中，作为原因现象的临界值称为门槛值。为了避免人为划分样本区间

带来的主观判断偏误，本研究利用门槛回归模型   对云计算的网络效应进行实证分析。

关于门槛效应

Hansen, B. E., 1999, “Threshold Effects in Non-dynamic Panels: Estimation, Testing and Inference”,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93(2):345-368.

Solow, R., 1987, “We’d Better Watch Out”,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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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还表明，云计算在企业中的普及会带来积极的生产率贡献，特别是能够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采购云计算服务的企业数每增加1%，全要素生产率可增长0.395%。根据研究，2018年中国全要素生

产率为1.7% ，那么采购云计算服务的企业数每增加1%，全要素生产率可以提升0.007个百分点。换句话说，如果

采购云计算服务的企业数量实现翻倍，全要素生产率可以提升0.7个百分点，达到2.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研究认为，如果中国把自贸区改革等推广到全国，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可达到0.8

个百分点，把包括户籍制度改革在内的社会制度改革全面推进和落实，全要素生产率可提高1.3个百分点 。与这些

改革措施相比，现阶段推动更多的企业采购云计算服务，不但社会成本更加低廉，而且整体收益更加可观。

全要素生产率是指“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是衡量单位总投入下总产量的生产率指

标，其本质上是一种资源配置效率。产业结构优化、企业竞争、创新竞争等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都能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是分析经济增长源泉的重要工具，也是制定和评价长期可持续增长

政策的基础。

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常常被视为科技进步的指标，它的来源包括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

和生产创新等。在本研究中，以各省级行政区2016—2020年的季度劳动投入和资本存量作为投入变

量，得到各省级行政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指数。

关于全要素生产率

张自然，2019：《中国城市TFP增长与潜在增长率》，《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

刘颖，2015：《“十三五”经济稳增长提质量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成关键》，央视网新闻12月7日，http://news.cntv.cn/2015/12/07/AR-

TI144947192828074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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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云计算对社会就业的贡献

论断4：未来5年，云计算将至少带来300万个新增就业机会

云计算对就业的积极影响，主要在于它显著降低了创新创业的门槛，企业乃至个人无需花钱购置昂贵的ICT设

备，很多创意和应用可以通过云端实现。特别是对于用云大户服务业来说，如果没有公有云的存在，服务业中的许多

初创企业根本无法成立，新业态新模式也就无法产生。而且，迅速发展的公有云服务所需的新数据中心的建设和维

护，也或直接或间接地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但与此同时，使用公有云服务也可能使得工作从分散的数据处理转移到

整合的数据中心，导致总体就业岗位的减少 。但针对发达国家企业的调研表明，企业会把从IT维护等岗位释放出来

的员工，重新部署到生产力更高的工作中去   。

基于我国各城市年度数据的回归结果显示，云计算的消费和普及度对服务业的就业提升效应较为显著：采购云计

算服务的消费额每增加1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就业增加0.009%。已有研究结果表明，城市中每增加1个高技能岗位，

还会带来5个消费型服务业岗位  ；而如果从产业上下游联系的角度出发，每1个信息技术业岗位会带来5.731个间接工

作岗位  。也就是说，每一个云计算工作岗位还将至少带来5个间接工作岗位。结合信通院和阿里云研究中心对中国

云计算市场规模的预测，未来5年，云计算在中国将至少带来300万个新增就业机会。

以阿里云为例，在2020年6月9日阿里云峰会上，阿里云智能总裁张建锋表示，阿里云今年再招5000人，特别

是重点吸引服务器、网络、芯片、数据库、人工智能等核心技术领域的攻坚人才。此外，成立于2017年的阿里云大

学，截止2020年9月已为285家企业和700所高校提供培训和认证服务，向社会培养并输送了131万云计算、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数智化人才。随着“新基建”投入的不断加码，云计算市场规模持续扩张，以阿里云为代表的云计算

服务企业将加大对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力度，并带动整个云市场生态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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