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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发展数字经济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构建国家竞争新优势的关键支撑,实现中国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作为一种广泛、复杂的经济现象,数字经济的特征与高质量发展内涵高

度相关,数字经济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经济形态。 只有深刻理解数字经济运行的深层逻辑,才能明

确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联系,才能科学制定政策供给和改善监管效率。 分别阐述了数字技术、数
据要素和数字经济的内涵与特征,明确了三者之间的理论关系,并从宏观、中观、微观 3 个层面分析数字

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逻辑一致性,微观层面主要体现在平台经济发展、数字化转型和数据要素积累;中
观层面通过创新效应、关联效应和融合效应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宏观层面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

率,助力双循环新格局,创造更多创业和就业机会等实现高质量发展。 与之相对应,需从数字化产业、产
业数字化、数据价值化 3 个方面推动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最后提出将产业数字化作为发展数字经

济的主要领域,发挥平台企业的引领带动作用,不断培育壮大数据要素市场,规范数字经济运行秩序等

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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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冶 [1]。 数字技术不但改变了经济的发展形态,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以
数字技术为动力,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数字经济

正在重塑全球竞争格局,对于我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推动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愈发凸显。 数字经济因其高成长性、广覆盖性、强渗透性等特征,深刻影响着

传统经济的发展方式、模式和路径。 我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为数字经济成长提供了土壤和空间,各种

政策优势叠加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力支撑。 发展数字经济,是我国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是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议题。 在数字

经济条件下,产品和服务质量不断提升,市场交易成本不断降低,创新动能不断得到培育,未来中国

经济要实现较快复苏和长期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必须要发挥重要引领和拉动作用。
现有研究围绕数字经济的内涵特征、发展机制等内容做出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分析。 数字经

济发展速度很快,需从理论高度来准确认识和把握其发展规律,但目前还存在理论支撑不足和滞后

问题。 对于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相互关系和影响机制,一些学者从宏观经济、产业发展、企业

转型等不同视角进行了分析和探讨[2鄄4]。 在理论层面,“动力说冶是目前最为流行的观点。 一些研

87



赵剑波: 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逻辑与政策供给 第 4 期

究认为,数字经济是宏观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力,数字经济可以赋能、驱动或者促进制造业

乃至宏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5鄄7]。 虽然这些观点同时也强调,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促进了经济的数

字化转型和效率提升,但对于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逻辑关系,还缺乏系统、全面、深入的分析,甚
至混淆了数字技术、数据要素、数字产业、产业数字化、数字经济的概念,使得它们之间的逻辑变得不

清晰。 在新时期,更加需要深刻厘清数字技术与数据要素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逻辑机制,加强对数字

经济的理论研究,努力把握数字经济发展的规律,理解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深层逻辑。
本文认为,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存在逻辑一致性。 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特征已经得到普遍认

可[8]。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成为当务之

急。 数字经济是一种广泛、复杂的经济现象,研究的起点应该是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数据要素的

大量积累,随着两者共同推动数字经济的繁荣发展,从而提升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质量。 数字经济不

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是重要组成,一些研究将两者混淆,原因就在于没有理解数字经济发展的

基础逻辑。 由于理论研究相对滞后,对于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的基本内涵、发展动因和关键影响因

素等问题的认知还存在一定的误区,这也造成了现有理论对于数字经济发展实践的指导不足。 数

字经济包括数字化产业、产业数字化、数据价值化等内容,因此,需要在明确数字技术、数据要素和

数字经济三者逻辑关系的基础上,从微观、中观、宏观层面探索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因。 只

有深刻理解数字经济运行的深层逻辑,才能明确其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才能科学提供政

策供给和改善政府监管模式,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
本文首先综述了数字技术、数据要素和数字经济的相关文献,从概念、边界、机制等方面明确了

三者之间的联系;其次,围绕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逻辑一致性问题,从微观、中观、宏观层面阐

述数字经济对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最后,提出以产业数字化为主战场,发挥平台企业的

畅通和创新作用,培育壮大数据要素市场,规范数字经济运行秩序等政策措施。

一、数字技术、数据要素和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的内涵界定与核心特征已经初步明确[9鄄10],并逐渐在学术界达成共识。 数字经济的

发展与数字技术、数据要素密切相关,数字经济本身就是一种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形态。
(一)数字技术

数字技术在经济社会领域广泛渗透,推动了数字经济的发展[2]。 数字技术的进步,如互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造成终端设备的广泛连接、海量数据的积累、算力的指

数级增长,对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相关研究就数字技术或新一代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影

响效应进行了考察[11]。 一方面,数字技术迅速实现市场化和产业化,带动了数字化产业的发展;另
一方面,数字技术向实体经济渗透,改变了原有的生产方式和管理方式,带动了产业数字化发

展[12]。 也就是说,数字经济源自数字技术,具有基础性、渗透性和外溢性的数字技术能够渗透到生

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拓展经济增长的新空间[13鄄14]。 无论数字化产业,还
是产业数字化,又或是数据价值化,相关概念的产生只是为了帮助更好理解数字经济发展的规律。
数字化产业的发展需要服务于实体经济,侧重于业态和模式创新,例如,芯片和工业软件等数字经

济核心产业的产品最终还是要应用于生产领域,电商和出行等数字平台重新匹配和整合的也是实

体经济资源。 产业数字化发展则是利用数字技术对实体经济进行数字化改造,提升生产效率、价值

创造、组织管理能力。 例如,在生产效率方面,利用数字技术打造数字工厂、智能制造,提升生产效

率,降低生产成本等;在价值创造方面,利用数字技术改进价值创造模式,实现产品和服务创新、商
业模式创新;在管理提升方面,利用数字技术实现管理协同、数据决策。 因此,数字经济是建立在数

字技术基础上的新经济形态,数字技术是数字经济的核心,作为通用目的技术向经济社会各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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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渗透,不同的市场主体都能够利用数字技术实现形式多元、程度不同的业态创新或效率提升,
最终推动数字经济的繁荣发展。

(二)数据要素

数据是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 随着数字技术在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渗透与应用,以
及数字化产业和产业数字化不断深入发展,数据要素大量积累并能够创造价值,实现数据价值化,
于是数据成为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15]。 要素投入的增加带来产出的增长,数据作为独立

的生产要素进入到生产、流动、消费等经济各领域各环节,同时,由于数据要素具有强大的溢出和渗

透效应,与其他要素相互作用、相互补充,在提升数字经济规模的同时,还能提高土地、劳动和资本

等传统要素的边际收益率[16]。 数据要素具有低边际成本、易复制性、非损耗等优势,当数据要素进

入生产过程中时,可以突破传统资源约束和增长极限,推动生产可能性曲线向外扩展,并推动数字

经济实现非线性增长[4]。 数据要素往往首先在互联网平台企业积累,由于平台的规模效应、网络
效应以及数据体量与算法算力的紧密关系,平台企业对于数据要素具有天然的垄断倾向。 数据垄

断主要体现在算法控制、价格操控、合谋协议、客户挟持、过度并购等方面[17]。 掌握数据要素资源

的数字平台企业往往以接口准入、运营规则和评级等“数字化之手冶取代“无形之手冶,数据要素市

场还存在着数据确权、隐私保护、数据孤岛以及数据交易机制等问题[18]。 因此,如果将数据定义为

生产要素,就要明确数据的经济属性,如数据产权、数据资产、数据交易等,这是数字经济理论需要

回答的核心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法律规范。
(三)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已成为我国发展最迅速、创新最活跃、辐射最广泛的新经济形态。 在学术领域,对于
数字经济的边界还存在一些不同的理解。 有的学者偏重技术,认为数字经济是一个广泛运用信息

技术的经济系统;有的学者偏重应用,认为数字经济可以被看作所有数字应用的加总,具有熊彼特

提出的“创造性破坏冶效应,并通过这一过程推动整个经济形态的结构性变化。 2021 年,中国信息

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提出,数字经济包括“四化一基础冶,即数字产业化、
产业数字化、数字化治理、数据价值化,以及新型基础设施。 从现实实践看,数字经济内部结构呈现

“二八冶比例分布,最近几年我国数字化产业占数字经济比重约 20% ,而产业数字化占比则基本稳

定在 80% [19]。 可以说,数字化产业是动力源,而产业数字化是主战场。 因此,数字经济的构成有

“新冶也有“旧冶,“新冶的内容是指以互联网领域创新为典型代表的数字化产业,这是围绕数字技术

拓展出来的新增市场空间;“旧冶的内容是指以数字化转型为主要内涵的产业数字化,即传统行业

领域应用数字技术提升经营效率,创新业务模式。 当然,数据价值化更是围绕数据要素衍生出来的

新市场、新模式,而数字化治理属于社会治理范畴,本文未将其作为研究重点。 总之,数字经济是一

种技术经济范式,数字技术是通用目的技术,数据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能够重构各行各业的商

业模式和赢利方式,改造传统产业,孕育新的经济业态,实现高质量发展[20鄄21]。
数字经济是一个全新的,由技术、数据而非资本驱动的新经济形态。 可以说,数字经济是一个

应用数字技术,积累数据要素,并挖掘数据价值的活动和过程。 数字技术塑造出的数字虚拟空间打

破了传统商业地域扩张的障碍,数据量爆发式增长,数据成为生产要素,甚至成为经济社会的基础

性战略资源。 但是,数字经济的概念也不能泛化。 有学者认为,未来所有产业都是数字产业,所有

企业都是数字企业。 甚至在统计数据上,目前对于数字经济的统计方法和口径国际国内均未统一,
有些观点认为数字经济规模已经占到 GDP 非常高的比重,这些观点与做法无疑都夸大了数字经济

的概念范畴和影响范围。

二、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一致性

数字经济在很多领域都会带来资源的节约以及效率效益的提升,这正是高质量发展所追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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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通过综述相关研究[3鄄4],本文从宏观、中观、微观 3 个层面阐述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逻辑

一致性,并认为其主要体现在微观层面的业态创新,中观层面的结构优化,宏观层面的要素配置等

方面。
(一)微观层面

在微观层面,平台企业崛起迅速推动数字化产业发展,而传统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也推动着产业

数字化发展,两者构成了数字经济的微观基础。
1郾 平台企业与网络效应

伴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渗透,在规模经济、网络效应、匹配机制的作用下[17,22],电子商务、分享

经济等领域的平台企业快速崛起,构建形成了新的盈利模式和成长模式。 平台企业蕴含着巨大的

发展潜力,也是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
首先,数字技术的距离缩减效应(distance鄄diminishing effects)能够帮助平台企业实现超越地域

和国别界线的扩张[23]。 传统企业所需要的资源受到地理空间和物流距离限制,而基于网络空间的

平台企业能够突破地理和资源约束,例如,字节跳动公司的 TikTok 下载量超过 20 亿次,用户扩张

到了全球 175 个国家[24]。 其次,平台企业是典型的双边市场,能够促进交易便利化,并能有效治理

不同的用户群体[25鄄26]。 传统产品生产的方式更多是企业依靠内部资源整合供应链,并将产品销售

给用户。 平台企业则通过整合供给和需求双方的资源,精准匹配交易活动并创造价值。 从产品到

平台的演化实现了从价值交易到价值共创的转变,涌现出多边平台、在线社区、生态系统等新组织

形态[27鄄28]。 最后,随着双边市场的网络效应凸显,平台企业的规模和价值呈指数级增长[4]。 数字

技术强化了网络效应的潜力,随着数据的海量积累以及网络连接范围的持续扩大,平台的网络效应

变得越来越强。 尤其在跨边网络效应的作用下,随着用户数量不断增加,平台也变得更具吸引力。
平台企业能够掌握用户信息,这些数据产生的价值往往超过了平台收取的交易费用。 用户数据积

累得越多,平台匹配供需交易就越精准。 通过挖掘用户数据,还能够洞察出服务用户的新途径或者

新产品。 当然,平台也会产生垄断能力,平台企业之间可能不分享用户数据,甚至滥用用户数据。
值得注意的是,平台企业的成长也受到本地效应(local effect)的制约,平台所处的区域或者国

别市场总有其相应的语言、文化、制度等特征,平台的网络外部性会受到限制 [23,29]。 正是基于这一

原因,人口众多、语言统一的中国和美国市场才会出现多个大型的互联网平台企业,而欧洲市场则

很少。 此外,一些本地化特征明显的产品或服务交易平台,如出行服务、外卖服务等,本地效应成为

关键的制约因素。
平台企业以其独特的网络效应、商业模式以及数字能力实现平台垄断,提高了具有数字平台资

本的数字强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价值分配地位。 平台企业兼有的市场与企业功能,成为带动数字

经济发展的重要支点,但也是产业监管的难点[30]。 平台企业规模大、竞争力强,作为双边市场连接

海量消费者和供应商,并以数字技术高效匹配供需,形成更完善的定价机制,由此提高宏观经济的

均衡水平[31]。 在双边市场中,包括搜索成本、信息成本、管理成本等在内的交易成本大幅降低,促
进了资源配置效率以及供应链管理能力,从而提升了价值创造的绩效水平。 平台企业也特别重视

创新投入,根据各个企业的年报披露,腾讯近 3 年研发总投入超过 1 500 亿元,2022 年,阿里巴巴研

发投入超过 1 200 亿元,百度研发投入超过 1 000 亿元[32鄄34]。 针对未来科技的前瞻性布局,确保平

台企业能够穿越不同的技术周期和经济周期,具备了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因此,平台企业是数

字化产业的重要组成,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2郾 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

企业可以先通过优质产品吸引用户,然后转型为平台企业。 国外企业如谷歌、亚马逊、苹果等,
国内企业如百度、京东、小米等都是从提供优质产品或者服务开始,包括搜索引擎、零售渠道、颠覆

性产品等,当用户数量积累到一定的规模,随着前期用户效用的提升,在“企鹅效应冶的作用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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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基础会加速积累,平台的吸引力和价值创造能力随之增加。 因此,对于传统企业,基于现有产品

构建平台是实现数字化转型的重要途径。 但只有具备大量用户基础的产品,才能推动由产品向平

台的转型[35鄄36]。 当产品的用户基础较小,或者仅仅聚焦于某一细分市场时,企业就不可能获得相

应的网络效应。 例如,拥有大量粉丝的小米已经成长为平台企业,而一些仅聚焦细分市场的智能手

机制造商就很难转型成为平台企业。
传统企业还可以通过数字化转型来提升经营效率。 数字技术改变了很多行业,但是并未改变

一切,大多数传统企业很难通过数字技术实现颠覆性变革,完全转型为一家平台企业。 虽然大数

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使得地理、行业、企业的边界变得模糊,但数字化转型并不是要创

造出一套全新的商业体系,或者利用新秩序颠覆旧秩序。 在不同的行业,数字化转型有着不同的含

义,即使对于行业内的不同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路径也会存在差异。 数字化转型更多是指在一系列

数字技术的赋能下,触发企业组织特性的重大变革,并重构企业战略、商业模式、组织结构、运行体

系的过程[37鄄38]。 数字化转型不仅仅是传统企业应用数字技术的过程,更重要的是,要利用数字技

术和数字思维重新定义企业战略、创业过程、治理机制。
企业数字化转型包括生产管理模式、价值创造模式、组织管理方式等在内的全方位变革,数字

化转型会改变企业组织结构和业务流程,影响并重塑企业的整个管理系统[39]。 如戚聿东等(2022)
认为,数字技术的应用改变了传统的商业逻辑,体现在推动产业跨界融合、重构产业组织的竞争模

式、赋能产业升级等方面[40]。 生产运营数字化、价值创造数字化、管理提升数字化,三者不能一概

而论。 生产运营数字化是在企业内部运用数字技术优化业务流程和运营方式等,侧重降本增效。
价值创造数字化以企业创新发展和用户价值增值为主要目标,侧重于利用数字技术推动传统业务

创新变革,构建新商业模式,探索价值创造新路径等。 管理提升数字化则要求重塑愿景、战略、组织

结构、流程、能力和文化,重新构建企业组织架构和管理体制。 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投入

产出效率[41],从而实现企业层面的高质量发展。
3郾 数据要素积累与交易

数据价值化就是要把包括经济活动在内的所有人类活动所蕴含的信息进行数字量化、储存,产
生并沉淀为数据要素,再将这些数据进行汇聚、运算和分析,进而利用数据实现发现规律、提高认

识、解决问题。 按照《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的定义,数据价值化主要体现在数据资源化、数据

资产化、数据资本化 3 个方面。 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与普及应用、全球数据的“井喷式冶生产、数据

收集存储和处理成本的大幅下降、机器计算能力的大幅提高,为数据资源化奠定了基础。 数字技术

或新一代信息技术正逐步演化为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并将对原有的物理基础

设施完成深度信息化改造[42]。 机器设备乃至万物均可成为数据载体,具备数据生成、汇聚、转化能

力,万物互联、万物智能成为数字时代的显著特征。
首先,数据的爆发增长、海量集聚蕴藏了巨大价值,为智能化发展带来了新机遇。 协同推进技

术、模式、业态和制度创新,切实用好数据要素,将为经济社会数字化发展带来强劲动力[43]。 因此,
数据资源汇聚是数据利用产业链的起始环节,只有将大量分散的数据加以汇聚,形成海量数据集,
才能更好挖掘数据价值。 算力成为数字经济时代新的生产力,尤其是以 ChatGPT 为代表的基于大

模型的人工智能训练,需要巨量算力的支撑,并且会产生高额的训练成本。 其次,数据资产的概念

已成为行业的共识,数据资产管理框架渐趋成熟。 在数字经济时代,增强用数据赋能行业和安全监

管的意识,就要“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冶,在数字化产业和产业数字化

发展的过程中用好数据要素,对传统产业实施数字化改造,使得数据要素创造出更大的价值。 在数

据资产化阶段,主要任务是运营管理数据资产。 未来,可实现数据资本化。 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

院发布的关于数据资产的系列成果看,在数据资本化阶段,数据可以成为金融产品,并在资本市场

进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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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看,即使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仍处于数据资源化的初级阶段。 目前,我国已在数据采集、
数据标注环节初步形成了数据交易和产业发展体系,数据管理和数据应用能力不断提升,但数据确

权等相关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 虽然我国数据资本市场还不是很成熟,但通过培育数据交易市场,
能够促进数据要素资源合理配置,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乘数效应。 通过建设和完善数据要素市场,
最终形成数据要素价格由市场决定,数据流动自主有序、数据资源配置高效的市场秩序,推动数字

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中观层面

在中观层面,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能够产生产业创新效应、关联效应、融合效应,重塑产业链

内的分工逻辑与运作模式,实现产业间的功能互补与跨界协同,推动产业组织创新和产业链升级。
1郾 产业创新效应

依托数字技术和数据资源等关键要素,可以打破资源流动壁垒,重塑产业创新生态,并对产业

结构产生深刻影响[44鄄45]。 新科技革命会带来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的爆发性发展。 数字技术能

够融入技术、产品、市场、组织、管理等创新过程,推动数字产业化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数据

作为生产要素,对于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是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支撑。 以平台经济为例,在新的技术经济范式下,数字产业往往会超越传统产业而逐渐

成为宏观经济体系中的关键产业。 很多数字平台企业本身就是知识密集型组织,是产业创新的主

导力量。 数字企业正成为产业技术的主要创新源泉,它们瞄准市场需求、应用场景进行技术创新,
本身就是在促进新技术的扩散。 大型数字企业还是所在行业的龙头企业,它们了解新技术应用对

全产业链的影响,可以有效实现产业链各环节与外部资源之间信息流、资金流的畅通,为产业生态

中的各个主体实施创新提供市场空间和要素供给。 为了保持持续的创新竞争力,大型数字企业还

对基础研究进行大量投资,锚定世界科技前沿,积极探索从 0 到 1 的原始创新,抢占下一代互联网

技术变革的新机遇,并在互联网技术布局上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以 2020 年互联网领域发明专利数

据为例,全球互联网企业前 10 强中,腾讯、阿里巴巴、百度、京东、网易分别位居第二、第四、第六、第
八、第九位,专利数量说明了中国平台企业的创新潜力和发展后劲[46]。 此外,据中国知识产权研究

会数据统计,过去 10 年,在云计算与大数据服务、人工智能软件开发、互联网安全服务等技术领域

的中国发明授权专利数量,腾讯排名行业第一。 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不仅仅存在替代关系,数
字技术同时会对传统经济产生技术冲击和创新溢出 2 种效应,二者相互竞争,促进产业创新,提升

社会总福利水平[47]。 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对传统产业实现从消费端向生产端、从线下

向线上,多角度和全方位的改造提升,使得新业态、新模式趋于系统化、复杂化[48]。 数字技术资源

要素快速流动、高效配置、加速融合,帮助企业重构组织模式,实现跨界发展,打破时空限制,延伸产

业链条。 随着数据成为生产要素,数字经济的增长能够克服传统生产要素边际报酬递减的缺陷,实
现传统工业经济条件下难以企及的高成长性。 创新主体能够基于数字技术实现即时连接以及瞬时

互动,创新合作被重新定义,形成了产业创新生态系统[16]。
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优化产业结构,进而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影响[49]。 数字经济融合了通

用技术性、范围经济性、平台生态性、融合创新性等特征[15]。 数字技术催生数字产业化发展,加速

产业结构升级的节奏[50]。 数字技术通过规模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促进制造业企业绿色化转

型[51]。 数字化产业和产业数字化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之间具有积极的正向影响,两者深度融合能

够推动制造业实现质量、效率、动力变革[52]。 伴随着数字化转型,数字技术广泛渗透,数据要素价

值加速发挥,传统生产方式得到改进,生产模式得到优化,从而实现制造业升级[53]。 产业数字化加

速传统要素改造、整合及提升,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促使生产方式发生变革,传统生产过程中部

门协调程度不断优化,从而显著提升生产效率[54]。 随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程度的深化,产
业数字化加速转型,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扩大市场覆盖率,改进产品和服务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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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促进产业发展,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2郾 产业关联效应

产业关联特征体现在数字经济条件下形成了以网络平台为核心的产业组织模式。 数字经济通

过更大、更开放的网络平台体系,可以将各种资源分布到网络末端,动员社会资源,带动大规模的产

业协作。 平台型组织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兴产业组织形态,平台作为数字经济时代协调和配置资

源的基本经济组织,是价值创造和价值汇聚的核心,推动产业组织关系从线性竞争向生态共赢转

变[16]。 除了互联网金融、流媒体等以数字产品交易为核心的平台,大多数平台都离不开实体经济

基础。 在双边市场条件下,平台企业扮演着“链主冶的角色,以其独特的网络效应,链接上下游或者

商业生态中的各个主体,因而产生产业关联效应。
传统的产业链是从材料零件部件到集成组装的产品链,是从研发设计到生产销售的经营链。

随着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产业链发生重大变化。 数字技术推

动传统产业形成更加专业化、纵深化、多元化的分工与协作,推动潜在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外持续拓

展[15]。 数字技术提供的连接、数据、算法和算力等能力,能够有效化解企业所面临的用户信息、生
产成本、部门协调等问题。 同时,数字技术可以拓宽产业融合的横向边界、延长纵向产业链,成为重

塑产业链群生态体系的重要驱动力量。 例如,工业互联网与制造业的结合,能够推动全产业链泛在

链接和协作,支撑构建全面互联制造体系,形成具有强烈互动的产业生态,产业之间的竞争形态将

以生态竞争力为核心。 数字技术赋予企业与用户持续交互的能力,企业向用户提供的服务不再止

步于产品销售的完成,结合以租代售、按时间计费、按里程计费、远程诊断、故障预测、远程维修、一
体化解决方案等新的商业模式,将会使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进一步突破制造业上下游的边界和细

分行业之间的壁垒,生产的社会化、专业化分工和共同协作的能力进一步增强,制造业的产业形态

将会高度适应社会需求,企业数字化成长的方式将会变得更加丰富与灵活。 通过数字技术快速高

效地为用户提供定制化的产品和服务,借助销售管理系统和制造管理系统实现定制产品订单的生

成、排产、制造和精确跟踪,甚至可以直接获取用户对产品的反馈信息,或者接入金融产品,增加产

品后市场服务,不断推动企业从提供产品向提供“产品 +服务冶转变。
3郾 产业融合效应

数字经济是融合性经济[55]。 数字经济的魅力在于打破传统发展模式,通过对原有产业及传统

要素的渗透、拆弃和整合,加速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提高生产部门要素利用效率,促进全要素生产

率增长[56]。 数字技术改变了产业链上下游的传统交互模式,数实融合能够提升产业链技术优势、
渠道优势和资源优势之间的协同效应。 以跨界融合、协同联合、包容聚合为特征的产业融合机制促

进产业组织创新,以及传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从组织创新的角度看,出现平台经济、共享经济、虚
拟工厂,以及各种形式的新型组织形态等。 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融合简化了资源要素流动途径,
使生产要素流动性增加,提高了生产要素配置效率,进而实现合理化要素配置,促进产业链上下游

及产业间实现协调发展[57]。 最终产业边界会被打破,服务业、制造业、农业之间的界限会变得非常

模糊,数实融合将是必然的发展趋势。
融合式发展是数字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按融合的范围划分,主要包括产业融合、产品融合和

市场融合[30]。 随着数实融合的深度发展,制造业成为发展数字经济的主要载体。 曲永义(2022)提
出,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驱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逻辑包括生产要素赋能、降低交易成本、产业

组织变革以及资源配置能力提升等多重机制,可以促进产业跨界融合创新,提升产业链韧性与抗风

险能力[16]。 李腾等(2021) 认为,数字技术将导致现有产业结构发生 “互补整合冶 与 “优化整

合冶 [55],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存在双向联动关系,数字产业化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性和

先导性条件,但产业数字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更为显著[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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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宏观层面

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逻辑一致性得到广泛认可。 在数字经济条件下,新技术、新要素、新
产业注入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从经济运行系统、生产效率、创新能力、就业水平等方面促进我国经济

发展提质增效。
1郾 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经济特质与高质量发展内涵高度相关。 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助于提升供给体系质量,优化

产业分工结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经济形态[59]。 张凌洁等

(2022)提出,数字经济通过影响经济规模、生产效率、技术创新等方面显著提升全要素生产率[60]。
宁朝山(2020)基于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3 个维度分析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机

制并对其效应进行了检验[2]。 荆文君(2019)提出数字技术可以通过新的投入要素、新的资源配置

效率和新的全要素生产率 3 条路径促进经济增长,3 条路径结合形成了经济的长期高速高质增长

模式[22]。 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激活了产业内的分工效率以及技术创新效率,产业链各节

点之间、不同产业链之间的高度协同提升了产业附加值。
现有研究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 数字经济条件下,市场资源配置

效率不断提升。 数字技术的渗透和数据要素参与价值创造,能够降低信息不对称性,优化生产资源

配置,可以突破空间限制,实现信息及时传递与加工,促进形成生产的规模经济效应。 数字技术能

够降低交易成本,压缩时空距离,不仅有助于提升劳动生产率,而且通过促进专业化分工提高企业

全要素生产率[61]。 因此,数字经济市场条件下,要素匹配更有效率、更加精准,从而极大地提高了

市场资源配置效率。 资源错配及市场扭曲的减少有助于通过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

率。 数据积累能够产生新增生产要素效应。 数字经济以数据为核心生产要素,渗透于各个生产环

节并逐渐改变生产过程中的要素投入种类和比例,打破了传统要素的配置方式,进而通过加剧市场

竞争和优化产业分工,减少资源错配和市场扭曲[62]。 随着数据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改变了要

素投入的有机配比,新的生产要素不断形成并补充到宏观生产函数中,数据和信息不仅可以直接投

入生产,而且可以提高劳动、资本、企业家才能等传统要素的生产效率[3]。
2郾 助力双循环新格局

数字经济成为构建双循环发展新格局的重要力量。 数字经济可以通过需求和供给两大体系的

同步升级赋能“双循环冶战略,构建起新发展格局下的经济高质量动态运行体系[63]。 一些学者对于

数字经济和双循环的关系作了大量研究 [15,63],指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将会促进完整内需体系的形

成、全球吸纳力的增强、国内消费的升级、投资环境的创新、营商环境的优化以及产业链的安全稳

定,从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助力解决生产要素流动问题,有效打通供需信息,减少流动障碍,随着数据要素加入

到生产过程中来,推动传统生产要素的变革与重组,对经济社会发挥放大、叠加、倍增效应。 从发展

现状看,数字经济持续创造国内需求增量,助力内需释放,降低跨国交易成本。 平台经济迅速发展,
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17]。 数字平台

高效联结国内外消费者和供应商,在推动我国效率变革和激活消费市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逐渐

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新引擎。 数字企业可以充分利用我国超大市场的规模优势,打
通数字产品“双循环冶通道,扩大数字产品产量,进而获得规模经济效应[3]。 以跨境电商等数字贸

易平台为例,互联网平台导致传统贸易成本大幅降低,扩大了贸易的规模以及降低了国别之间的贸

易成本,推动形成更大范围内的市场竞争效应,实现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的多层次、多渠道释放。
打造平台经济和新业态经济,利用数字技术可以实现对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海量数据的分析,数字平

台利用数据资源和技术挖掘消费需求,能够有效解决信息不完全和外部性问题,实现供需精准匹

配,畅通产业、经济、社会 3 个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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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郾 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数字技术进步促使就业技能、就业结构、就业收入发生改变。 无论数字企业成长,还是传统企

业转型,都能提供更多工作岗位,重塑劳动关系,提高工作报酬和工作能力。 数字平台提供了大量

就业岗位,是就业主要增长点。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平台经济迅速崛起,大大拓宽了“零工经济冶
的应用场景,催生了一大批新就业形态[64]。 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就业结构优化与就业质量提升,实
现高质量就业[40,65]。 数字经济能够提高劳动收入,对不同群体的收入增长均有促进作用,对低收

入群体的劳动收入提升作用更大[66]。 零工经济还对创业产生潜在的正向影响,例如,外卖平台带

动了金融、信息、科研和人力资源等领域的创业活动。
数字经济条件下就业既面临着替代效应的挑战,也面临着创造效应的机遇。 一方面,数字技术的

创新发展催生了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对于知识型员工、创新型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为社会提供

更多体面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以智能制造为代表的制造业态等,将
不断淘汰劳动密集型就业岗位。 此外,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已经出现了一些就业不平等现象和治理

难题,“数字鸿沟冶会引起人口红利下降,导致中低收入劳动受到数字不平等的冲击,再加上当前日益

严重的人口老龄化与人口红利递减,使得数字经济条件下实现高质量就业的作用机制更为复杂。

三、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措施与建议

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包括数字产业化本身的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高质

量融合发展,以及数据要素市场的高质量发展[67]。 数字经济本身就是高质量的经济形态,究其本

质,需要从数字化产业、产业数字化、数据价值化 3 个方面推动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制约数字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因素也体现在这三个方面,数字化产业发展面临着合规监管、数据安全等问题,
产业数字化面临着数实融合动力不足、程度不深的问题,数据价值化还未形成成熟的商业化模式。

(一)以产业数字化为主战场

1郾 强化数字平台建设

产业数字化成为数字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领域。 产业数字化首先要从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

经济领域开始,传统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和增长潜力已逼近天花板,必须通过数字化转型来寻找新的

空间。 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正在整合生产制造的各个环节,联通需求与供给、生产

与消费、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从而成为经济与社会中新的资源配置与组织方式,成为驱动企业数

字化转型、产业数字化发展、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 可以围绕标志性、引领性产业体系布局和

发展工业互联网平台、智能制造平台等数字化平台,对以制造业为代表的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和重

组。 一方面,以传统龙头企业以及创新型领军企业为牵引,打造工业互联网平台,嵌入多类型的智

能化服务,提高制造业全链条生产效率,真正实现智能制造;另一方面,利用数字平台型企业的数据

服务能力、云服务能力以及算法能力实现传统制造企业的数字化改造,收集和汇聚产业链数据,提
升大规模定制与个性化定制能力。

2郾 探索智慧场景创新

数字技术在实体经济中广泛应用,结合智能制造、智慧城市等场景,推动新技术、新模式、新业

态融合创新与验证落地,创造更多集成性更高、应用性更强,面向工业生产需求的未来产业应用场

景。 除了工业互联网平台,制造业领域需要利用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探索建设更多智慧应用场景。
一方面,企业延伸和拓展产业链以及向服务型制造转型需要巨量生产数据和用户数据的支撑;另一

方面,企业创新和生产需要更加广泛的协作,有效利用数字技术可以降低跨界链接成本,形成广泛

分工的创新和生产网络。 未来可以通过构建多元化的智慧场景,推动工业互联网持续升级或者将

其作为比工业互联网更复杂的系统平台或者示范主体。 腾讯提出了“全真互联冶的概念,试图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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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孪生技术,瞄准真实的场景、实际的问题,推动各个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在集成化程度更高的

智慧应用场景下,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就能基于场景大数据进行学习和创造价值,从数据驱动向场

景牵引拓展,例如,一些处于初级阶段的人工智能技术就能以大量的数据作为“思考冶和“决策冶基
础,对特定场景下的多来源、多层次、多维度数据进行结构化处理,使智能制造系统能够更加全面、
准确地实现理解判断、相互认知、智慧协同。

3郾 鼓励示范区创新引领

发展先导试验区,通过数字经济创新示范区的建设,加速数字产业聚集。 在产业数字化发展的

过程中,要鼓励大城市如“北上广冶,以及都市圈如“京津冀冶“长三角冶“粤港澳冶等率先实现新型信

息基础设施的创新引领,尤其在 5G / 6G、人工智能、区块链、工业互联网、超算中心、量子通信等未

来产业布局方面实现全球领先,打造出一批特色鲜明的国家级创新示范区或试验区。 构建虚拟产

业园,推动在产业链和价值链存在内在联系的企业基于一定的契约和规则形成虚拟空间集聚。 构

建跨区域、跨产业协作的虚拟创新环境,促进基于平台的技术融合、资源共享和开放合作。 引导优

质要素资源向集群高效集聚,提升数字产业集群在数字技术、数据、场景、平台、解决方案等方面的

发展能力。 以示范区或试验区为载体,把智慧应用场景落地作为牵引新一代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

创新发展的抓手,以“场景智能冶为发力点,加快建立连接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创新链的平台生态。
(二)发挥数字平台畅通作用

1郾 优化数字化的消费平台

2022 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充分释放平台经济的创新引领作用,即通过创新优化

供需匹配,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进而加快经济内循环流速[68]。 数字平台尤其电商平台在畅通经济

社会循环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以电商为主的数字化消费平台所蕴含的新的交流、交易模

式,正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模式和社交结构变革的重要推动力。 我国是世界第一大网络零售市场,随
着人脸识别、无感支付等前沿技术日趋成熟,零售新场景和新体验快速演化,商业零售呈现线上线

下融合发展的态势,为促进内循环提供新动能,未来随着数字消费模式的国际化推广与复制,必将

形成新的外循环体系。 为了实现双循环,应强调制造业与消费者的供需衔接,鼓励基于电商平台实

现工厂直供消费者,把质优价低的产品和美好生活提供给平民大众。 此外,通过数字化转型和产业

数字化发展,传统制造和服务企业可以嵌入多平台和多场景,如金融服务可以嵌入到支付平台、电
商平台、出行平台等,实现个性化需求与规模化定制相结合的商业模式。

2郾 加强基础技术研发和创新

数字化产业和产业数字化发展需要相互共享、相互促进,现阶段不但传统制造模式遭遇效率瓶

颈,互联网企业也遭遇流量瓶颈。 随着网络流量接近天花板,消费互联网平台市场格局基本定型,
其他如社交电商、网红直播、社区团购等领域的流量分配也基本定型。 因此,数字化产业和产业数

字化都有融合发展、创新发展的需求。 数字企业具有创新优势,在自动驾驶、云计算、数据库、数字

引擎、区块链等前沿数字技术领域,平台企业已经是我国数字科技创新的核心力量。 数字经济的全

球竞赛也是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内的数字技术话语权的竞争,尤其在数学建模、类脑计算、区块

链、量子通信等难度高、周期长、迭代快、不确定性大的未来产业体系中,更需要充分发挥科技自立

自强的优势,整合相关要素资源进行集中力量攻关,快速培育一批具有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的数字企业。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数字技术和数字产业有其自身发展规律和特点,因此要因企制

宜,找准发展突破口。
3郾 加强数字经济相关标准建设

数字经济是一个全域空间下的全要素集合,涉及经济社会运行的方方面面,当所有这些要素及

其关系组合在一起时,就形成了一个真正的复杂巨系统。 在数字经济做强做优做大的过程中,要充

分发挥未来科技的引领力量,促进形成我国自主的数字技术标准和知识产权,通过标准提升科技创

78



2023 年 北 京 工 业 大 学 学 报 (社会科学版)

新效率。 应充分利用我国数字领军企业的优势,积极参与双边和多边国际技术贸易、数字经济规则

改革和制定,提升在全球数字治理等相关国际规则制定、重塑、应用等方面的话语权。 结合我国未

来产业和数字经济发展的现状和特点,可以探索建设共享的“数据专区冶模式。 不同于强调区分行

业特征的数据汇聚、治理和利用等模式,数据专区模式可以依托区块链构建可控程度较高的数据交

易体系,区块链被认为是“价值互联网的基石冶,利用其确权存证和不可篡改的属性,促进政府、企
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第三方组织及个体之间的数据流通与融合应用,推动数据流转“可用不可

见冶、节点“可追可溯源冶、数据交易“可控可计量冶,并基于此逐步形成一系列数据要素标准体系。
(三)培育壮大数据要素市场

1郾 坚持数据权属,严控数据滥用

传统企业的“资本冶主要是人、物、资金,而数字企业的“资本冶则体现为数据、算力和算法,因此

要高度重视数据要素在数字化产业以及产业数字化生产要素中的核心地位。 我国数据要素生态市

场发育尚不完善,按照《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的要求以及组建国家数据局的思路,中国将

加快国内数据要素市场的开发,有关数据产权、流通、定价和交易规则将逐步制定出台,国家数据局

将成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组织保障,帮助挖掘并释放庞大的数据要素资源价值。 数据治理

的关键在于数据确权,实施数据确权要从数据全链条来看待所有权问题,产生数据的人拥有数据的

所有权,同时还拥有一定的使用权和收益分配权;数据的采集者和服务提供者拥有数据收益分配的

优先权,以此来鼓励数据的采集、治理和服务行为。 数据的易复制性导致“所有权冶模糊,可以通过

区块链的共识和授权机制找到解决办法,这也是实现上述“三权冶分开的技术基础。 数据治理体系

的构建需要有一个公平、公立的第三方组织来承担,该组织对所有数据均没有所有权、使用权和收

益权,只有按照约定规则存储和提供数据的权力。
2郾 实现数据精准化透明监管

与传统资本穿透的做法不同,因为数据成为了新的“资本冶,且数据的复制是低成本的,所以数

据资本是不能被穿透的。 为确保数据要素市场的运行秩序,可以尝试探索使用主体只拥有数据使

用权,数据所有权依其产生和管理主体归个人或国家所有的模式。 与政府的数据孤岛相比,企业的

数据孤岛更为严重,这些数据只有被产业链及其相关方搜索到才能发挥出潜在的价值,但数据共享

必须是可控的。 现实实践证明,不能通过线下的方式来完成线上业务的监管,也不能用物理世界的

方法解决数字世界的问题,因为这些方法不符合数字经济条件下的数字(算法)监管规律。 未来应

通过加强非经营性数据的共享,规范企业的同质竞争及数据的无原则采集,探索个人数据中立托管

等模式,提高数据要素市场监管的透明度。
3郾 建设国家数据交易平台

数据要素的闲置、垄断、滥用等现象成为制约我国数字经济深入发展的三大瓶颈,为了用好数

据资源,应探索建设国家数据交易平台,实现数据要素的可交易性、可携带性、可控制性,不断提升

数据管理和利用水平。 构建体现效率、公平的数据要素流动交易和收益分配制度,按照“谁投入、
谁贡献、谁受益冶原则,推动数据要素收益向数据价值和使用价值创造者合理倾斜。 2022 年中共中

央、国务院对外发布的《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提出数据持有权、
使用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 因此,在数据确权方面,对于一般性数据,应充分赋予消费者个人数据

所有权,平台只有开放接入义务,但不能对用户原始数据拥有产权或排斥其他企业的数据采集和利

用权。 在交易方面,国家大数据平台为一般性数据和资产性数据提供交易场所。 促进数字经济龙

头企业与中小微企业双向公平授权,共同合理使用数据。
(四)规范数字经济运行秩序

1郾 平衡促进和监管秩序

在监管方面,要市场和政府相互作用、相互配合,政府在具体领域引导、政策支持以及监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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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要遵循数字经济发展的规律。 数字经济条件下数据成为核心要素,占据主导地位的生产要

素会对经济发展中所有的活动产生根本性影响。 数字平台利用其数据和算法等方面的综合能力,
在激发数据生产要素潜力的同时,也对基于工业经济的反垄断监管模式带来基础理论和规制体系

的挑战[69]。 平台的混合式经营模式、算法和算力导致“监管脱敏冶,或以混合式经营模式混淆传统

行业分类边界,模糊监管归属,甚至还利用算法、算力形成逃避监管的“技术壁垒冶。 数据监管的目

标是确保数据采集利用的“安全共享冶,因此,应遵守包容性监管原则、构建反垄断长效机制、强化

数据安全和治理。 平台经济的有效运转并不代表垄断行为的必然出现,二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

系[17]。 数字产业化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为产业数字化提供支撑,例如,通过数字平台聚合各类要

素提高创新效率,监管的重点是要设好“红灯冶,解决好垄断型平台经济问题。
2郾 引导平台规模良性成长

坚持资本监管,防止资本利用平台所形成的资金聚合能力进行无序扩张。 数字经济的核心是

提高效率,更进一步讲是提高资本的效率。 正确认识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是发展数字经济的必要

前提,既要防止资本的无序扩张和野蛮生长,又要鼓励平台经济产生价值,但不鼓励其剥削价值,并
防止平台用其所形成的事实标准来遏制新兴创新平台的发展。 在推动创新方面,需要完善相关数

据价值化政策体系,构建政府、企业、社会多方协同的治理模式。 通过行业自律、社会协同指导平台

企业更好实现自治,合法依规开展数据要素交易。 可以探索将平台经济企业的非核心代码开源,实
现与其知识产权有效分离,构建共享代码第三方监管的模式,降低垄断因素对于开源代码共享创新

的影响。
3郾 加强数据算法治理

数字经济社会的有序运行靠制度,而制度的具体形态体现为算法。 制度和算法是物理世界和

数字世界的“一体两面冶,依法监管的“法冶不单指法律法规,也包含更广义上的制度和算法。 算法

会导致公平性问题,数字世界的算法问题会直接体现到物理世界的运行秩序中,如果赋予人工智能

等数字技术的算法本身就存在偏见,那么这种隐形的“歧视冶会潜移默化地放大现实社会的差距,
这正是算法监管措施需要重点关注之处。 实现有效算法治理的途径不能靠人管算法,而要探索用

算法管算法的模式,政府要利用算法进行数字化监管,要以算法为核心建立数字经济的基本监管制

度。 技术和数据的所有权之争,根本上是算法控制权之争,对于科技巨头的监管,重点应监管其算

法控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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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鄄quality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Theoretical Logic and Policy Supply

ZHAO Jianbo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Chin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Beijing 100006, China)

Abstract: As an extensive and complex economic phenomen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gital economy connotation are highly relevant with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macro
economy. Only by deeply understanding the logic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peration can we make
clear its internal connection with high鄄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formulate policy supply
and improve regulatory efficiency. In this paper, the features of digital technology, data
elements and digital economy are firstly explained, and the theore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clarified, then the consistency between digital economy and high鄄quality development
analyzed at three levels of firm, industrial and macro. The firm鄄level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platform economy,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data elements accumulation. At
the industrial鄄level, innovation effect, correlation effect and convergence effect are used to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t the macro鄄level,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s
improved to promote the new dual鄄cycle pattern and create more business and job opportunities
to achieve high鄄quality development. Accordingly,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high鄄quality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from three aspects: digital industry, industrial digitization and
data valuation. Finall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policies and exact measures such as
taking industrial digitalization as the main field of developing digital economy, releasing the
leading role of platform firms, cultivating and expanding the data factor market, and regulating
the market order of digital economy.
Key words: digital economy; digital technology; data factor; platform economy; high鄄quality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 李世红)

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