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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数字化极大影响了社会交互并推进经济转型． 数字经济正在成为人类社会经济的重要

形态，本文对数字经济对人类社会产生的重要影响、发展态势、面临机遇与挑战进行归纳和研

究综述，提出数字经济研究的几个主要方向和典型科学问题，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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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基本概念、 科学意义与国家战略
需求

１）基本概念

数字经济是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

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以现代信息

网络为重要载体，通过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

融合，加速重构经济发展与治理模式的新型经济

形态［１］ ．
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的特殊属性是数字经济

不同于传统经济特征的微观基础，其具有空间以

及时间上的非竞争性，可同时重复使用且不排他；
零边际成本带来的规模经济，复制成本低、无阈

值；网络经济带来的范围经济等特质． 例如，数字

经济的发展突破了新冠疫情中线下经济活动障

碍，数字技术和数字服务的重要作用显示了广阔

的应用前景，数字消费将出现扩容提质的新突破．

网络办公、数字学习、数字医疗、智慧城市等正在

展现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率

提升．
２）科学意义与国家战略需求

进入 ２１ 世纪，半导体、信息技术、通信技术和

人工智能等科技进步催生出一系列新产业、新业

态、新模式，推动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改善人们

的生产生活，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越来越高．
２０１６ 年，Ｇ２０ 杭州峰会通过了《二十国集团数字

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２０１７ 年“数字经济”在中

国《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习近平多次强调加快

发展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

展，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

度融合，发挥数据的基础资源作用和创新引擎作

用，加快建设数字中国． ２０１９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提出“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２０２０ 年出台《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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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明确将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
推进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提升社会数据资源价值、加
强数据资源整合和安全保护． 截至 ２０２１ 年中旬，国
家统计局颁布了《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

（２０２１）》，为全面、准确反映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

发展状况奠定了坚实基础，对于我国经济社会的数

字化转型，形成与数字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政策体系

和制度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些国家战略意志大力推动中国大数据、移动

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
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数字经济发展． 中国

信息通信研究院研究显示，２０１１ 年中国数字经济

增加值为 ９． ５ 万亿元，占 ＧＤＰ 比重 １ ／ ５，而 ２０１９ 年

已达 ３５． ８ 万亿元，超过 ＧＤＰ 的 １ ／ ３，其中包括互联

网在内的数字产业化增加值规模约为 ７ 万亿元，产
业数字化增加值达到 ２８． ８ 万亿元，服务业、工业、
农业数字经济渗透率分别为 ３７． ８％、１９． ５％和

８ ２％②． 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迅速攀升．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渗透到社会经济发展

的各个领域，产生许多未被解释的经济现象和科

学问题． 为促进数字经济科学发展，迫切需要研究

数字经济的表现特征和演化规律，研判数据资源

价值，研究数字技术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及其运行

机理，构建合理有效规制与风险管控机制，建立符

合数字经济特征和规律的科学理论体系． 围绕上

述问题开展的研究是推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重

要基础性研究工作，以支撑自主可控的大数据产

业链、价值链和生态系统建设，推动实体经济和数

字经济融合发展．

１　 国际发展态势与中国的挑战和
机遇

１． １　 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态势

主要生产要素随着社会的发展一直在演变．
农业社会，饥饿是社会需要满足的首要条件，因此

土地是主要生产要素． 工业社会，工业革命带来的

生产效率提升与市场全球化使得资本成为主要生

产要素． ２１ 世纪是互联网与数字的时代，数据帮助

计算机扩展边界，更好地服务人类、逼近人类甚至超

越人类． 因此，数据正在成为新的主要生产要素．
数字化几乎在同一时间席卷全球，这是农业与

工业社会所不可望其项背的． ２００５ 年 ～ ２０１９ 年，
全球新增 ３０ 亿人口接入互联网，至此，全球超过

一半人口接入互联网（见图 １）．

图 １　 ２００５ 年 ～ ２０１９ 年全球互联网用户数量与比例

Ｆｉｇ． １ Ｎｕｍｂｅｒ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ｕｓｅｒｓ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９

注： 数据来源：国际电信联盟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互联网普及率依然有

改善空间．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中国互联网普及率为

６１． ２％，高于 ５８． ３％的全球平均水平，但低于美

国 的 （ ８８ ５％）， 日 本 （ ９３ ３％） 和 韩 国

（９９ ３％）③． 发达国家在上个世纪末就开始布局

数字经济发展战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美国启动“信
息高速公路”战略，１９９８ 年 ～ ２００３ 年六年间，美
国商务部持续发布年度数字经济报告，此后又相

继发布《美国数字经济议程》《国家人工智能研究

和发展战略规划》 《数字科学战略计划》等；欧盟

１９９５ 年通过《数据保护指令》，２０１８ 年 ～ ２０２０ 年

相继推出《欧盟人工智能发展政策》《欧盟 ５Ｇ 安

全战略》《欧洲数据战略》；英国 ２００９ 年发布《数
字英国》；日本政府 ２００１ 年 ～ ２００９ 年相继出台

《ｅ⁃Ｊａｐａｎ战略》 《ｕ⁃Ｊａｐａｎ》 《 ｉ⁃Ｊａｐａｎ》，２０１３ 年开始

致力建设“超智能社会”．
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数字经济布局较为落

后． 印度 ２０１５ 年推出“数字印度”计划，主要包括

普及宽带上网、建立全国数据中心和促进电子政

务三个方面；２０１６ 年巴西颁布《国家科技创新战

略（２０１６ 年 ～ ２０１９ 年）》，将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

明确列为国家优先发展领域；２０１７ 年俄罗斯编制

完成《俄联邦数字经济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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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数据来源于中国信通院发布《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 （２０２０ 年）》．
数据来源于中国网信办．



２０１３ 年以来，中国政府重视发展数字经济，
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相继出台《国务院关于印

发“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的通知》 《国务院

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
２０１５ 年出台《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 ＋ ”行
动的指导意见》，推动互联网创新成果与经济社

会各领域深度融合． ２０１６ 年出台《国务院关于深

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发挥

互联网聚集优化各类要素资源的优势，加快新旧

发展动能和生产体系转换． ２０１９ 年出台《数字乡

村发展战略纲要》，将发展农村数字经济作为重

点任务．
从国际发展进程来看，中美成为数字经济规

模最大、各具特色的两个经济体． 根据联合国贸易

和发展会议估算，２０１７ 年中国数字经济核心层总

量占 ＧＤＰ 比 重 为 ６％， 接 近 美 国 的 ６． ９％，
２０１８ 年，中 国 广 义 数 字 经 济 占 ＧＤＰ 比 重 为

３４ ８％，而美国达到了 ６０． ２％． 另一方面，２０１９ 年

中国电子商务交易额达 ５． １ 万亿美元，是美国的

８． ４ 倍． ２０１１ 年 ～ ２０１９ 年，中国电商平台交易规

模年复合增长率 ２３． ３％，远高于美国的 １４． ７％．
２０１８ 年中国移动支付规模为 ４ １４０ 亿美元，而美

国仅为６４０ 亿美元，不到中国的六分之一④． 上述

数据反映中国在广义范围数字经济中有较大发展

空间，在数字经济的商业应用上具有应用场景多、
市场规模大的优势．
１． ２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态势

１）互联网

无论是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 （ ＩＴＵ） ＩＣＴ 发

展指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 建议的数

字经济指标体系或是欧盟数字经济与社会指数

（ＤＥＳＩ）指标体系，互联网普及率、移动电话普及

率与宽带速率都是评估一国互联网基础发展的指

标，本文引用以上三个指标来描述中国 ２０１０ 年 ～
２０１９ 年的互联网基础发展情况． １０ 年间，中国互

联网普及率由 ３４． ４％提升到 ６４． ５％，增幅近一

倍，互联网国际出口带宽由 １１０ 万 Ｍｂｐｓ 扩展到

８８３ 万 Ｍｂｐｓ，实现 ８ 倍扩幅（见表 １）．
表 １　 中国 ２０１０ 年 ～ ２０１９ 年互联网普及状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ｕｓａｇｅ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９

时间 ／ 年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移动电话普及率 ／ （部 ／ 百人） ６４． ３６ ７３． ５５ ８２． ５ ９０． ３３ ９４． ０３ ９２． ４９ ９５． ６ １０１． ９７ １１２． ３ １１４． ３８

互联网普及率 ／％ ３４． ３ ３８． ３ ４２． １ ４５． ８ ４７． ９ ５０． ３ ５３． ２ ５５． ８ ５９． ６ ６４． ５

互联网国际出口带宽 ／ （Ｍｂｐｓ） １ ０９８ ９５７ １ ３８９ ５２９ １ ８９９ ７９２ ３ ４０６ ８２４ ４ １１８ ６６３ ５ ３９２ １１６ ６ ６４０ ２９１ ７ ３２０ １８０ ８ ９４６ ５７０ ８ ８２７ ７５１

　 　 　 注：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中国网民规模约为 ９． ８９ 亿，
使用手机上网的比率达 ９９． ７％，接入流量逐年大

幅递增，同年移动互联网月户均流量（ＤＯＵ）达

１０． ３５ＧＢ ／户每月． ２０１５ 年 ～ ２０２０ 年，移动互联网

接入流量年复合增长率超 １００％． 庞大的网民基

础与节节攀升的互联网技术支持使中国成为快速

发展的消费市场，也为数字经济发展打下坚实的

用户基础 （见图 ２）．

图 ２　 中国 ２０１５ 年 ～ ２０２０ 年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

Ｆｉｇ． ２ Ｃｈｉｎａ’ｓ ｍｏｂｉｌ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１５ ～ ２０２０
注： 数据来源： ２０２０ 年通信业统计公报———中国工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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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ＣＮＮＩＣ）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



　 　 中美在数字平台的发展方面走在前列，全球

前 ７０ 的数字平台中有 ９０％属于中国和美国． 其
中前 ７ 的“超级平台”占据全球数字经济总市值

的 ２ ／ ３． 中国互联网数字企业通过市场应用带动

本土创新，在推动产业升级、引领全球数字经济发

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２０２０ 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给互联网产业带

来挑战的同时也提供前所未有的机遇． 疫情期间

很多国家不得不全面进入隔离状态，人们借助数

字技术来维持基本的生活、工作、学习、娱乐，从而

保障社会的基本运转． 这大幅激发各类数字应用

的需求，加速数字技术渗透和普及． 网络应用用户

规模在这期间呈现较大幅度增长． 以中国为例，各
类互联网应用用户规模较 ２０１８ 年底增幅均在

１０％以上． 其中即时通讯、网络购物、网络支付、短
视频与网络直播在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间

保持 １０％的增长．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即时通讯、
网络视频（含短视频）与网络支付作为位列前三

的互联网应用，用户规模分别为 ９． ８１ 亿、９． ３０ 亿

和 ８ ５４ 亿， 使用率分别为 ９９． ２％、 ９３ ７％ 和

８６ ４％． 同时疫情也推动居民对在线医疗、在线

教育、在线政务服务等需求． 如今，国家及各地区

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已成为创新政府管理和优化

政务服务的新渠道．
疫情期间，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发

挥巨大作用，政府通过数字技术迅速而准确地提

供疫情地图、定点医院、核酸查询等 ６０ 余项疫情

防控服务． “防疫健康码”累计申领 ９ 亿人，使用

次数超 ４００ 亿．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中国在线政务

服务用户规模达 ８． ４３ 亿，占网民整体的 ８５． ３％．
互联网与其他行业的融合趋势愈发显著，在促进

经济、保证抗疫等方面作用明显（见表 ２）．
表 ２　 ２０２０ －０３ ～ ２０２０ －１２ 中国互联网应用用户规模和使用率

Ｔａｂｌｅ ２ Ｕｓｅｒ ｓｃａｌｅ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ｐｐｓ （Ｍａｒ． ２０２０ ～ Ｄｅｃ．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０ － ０３ ２０２０ － １２

应用 用户规模 ／ 万 网民使用率 用户规模 ／ 万 网民使用率 增长率

即时通信 ８９ ６１３ ９９． ２％ ９８ １１１ ９９． ２％ ９． ５％

搜索引擎 ７５ ０１５ ８３． ０％ ７６ ９７７ ７７． ８％ ２． ６％

网络新闻 ７３ ０７２ ８０． ９％ ７４ ２７４ ７５． １％ １． ６％

远程办公 － － ３４ ５６０ ２４． ９％ －

网络购物 ７１ ０２７ ７８． ６％ ７８ ２４１ ７９． １％ １０． ２％

网上外卖 ３９ ７８０ ４４． ０％ ４１ ８８３ ４２． ３％ ５． ３％

网络支付 ７６ ７９８ ８５． ０％ ８５ ４３４ ８６． ４％ １１． ２％

互联网理财 １６ ３５６ １８． １％ １６ ９８８ １７． ２％ ３． ９％

网络游戏 ５３ １８２ ５８． ９％ ５１ ７９３ ５２． ４％ － ２． ６％

网络视频（含短视频） ８５ ０４４ ９４． １％ ９２ ６７７ ９３． ７％ ９． ０％

短视频 ７７ ３２５ ８５． ６％ ８７ ３３５ ８８． ３％ １２． ９％

网络音乐 ６３ ５１３ ７０． ３％ ６５ ８２５ ６６． ６％ ３． ６％

网络文学 ４５ ５３８ ５０． ４％ ４６ ０１３ ４６． ５％ １． ０％

网络直播① ５５ ９８２ ６２． ０％ ６１ ６８５ ６２． ４％ １０． ２％

网约车 ３６ ２３０ ４０． １％ ３６ ５２８ ３６． ９％ ０． ８％

在线教育 ４２ ２９６ ４６． ８％ ３４ １７１ ３４． ６％ － １９． ２％

在线医疗 － － ２１ ４８０ ２１． ７％ －

　 　 　 　 　 　 注： 数据来源：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４７ 期

　 　 ２）制造业

中国既是数字经济中规模最大的经济体之

一，同时也是“世界工厂”，具有完备的产业体系．

２０１４ 年以来，中国两化融合发展水平年均增长率

约为 ３％． 数字化方面，２０１９ 年中国数字化研发

设计工具普及率为 ６９． ７％，关键工序数控化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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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 ７％， 较 ２０１４ 年 稳 中 有 升． 网 络 化 方 面，
２０１４ 年 ～ ２０１９ 年间网络化协同 企 业 比 例 由

２５ ２％升至 ３５． ３％，管控集成企业比例年均增速

高达 ９ ９８％，越来越多的企业实现跨部门、跨环

节的业务集成运作． 智能化方面，尽管企业智能

化制造比例不高， 但年均增速超 １０％， 截至

２０１９ 年，中国已有 ７． ７％的企业拥有智能制造的

能力（见表 ３）．
表 ３　 ２０１４ 年 ～ ２０１９ 年中国两化融合发展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ｍｅｎｔ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９

年份
数字研发

工具普及率

关键工序

数控化率

网络化协同

企业比例

管控集成

企业比例

智能制造

就绪率

产业链协同

企业比例

全国两化融合

发展水平

２０１４ ５５． １０％ ４３． ７０％ ２５． ２０％ １３． ８０％ ４． ７０％ － ４８． ０

２０１５ ６１． １０％ ４５． ４０％ ２７． ３０％ １４． １０％ ４． ８０％ ６． ５０％ ４９． ６

２０１６ ６１． ８０％ ４５． ７０％ ３０． ００％ １４． ６０％ ５． １０％ ７． ２０％ ５０． ７

２０１７ ６３． ２０％ ４５． ４０％ ３１． ００％ １５． ５０％ ５． ６０％ ５． ６０％ ５１． ８

２０１８ ６７． ４０％ ４８． ４０％ ３３． ７０％ ２０． ４０％ ７． ００％ ７． ８０％ ５３． ０

２０１９ ６９． ７０％ ４９． ７０％ ３５． ３０％ ２２． ２０％ ７． ７０％ １０． ９０％ ５４． ５

年增速 ４． ８１％ ２． ６１％ ６． ９７％ ９． ９８％ １０． ３８％ １３． ８０％ ２． ５７％

　 　 　 　 注：数据来源：中国两化融合发展数据地图（２０２０ 年）

　 　 ３）数字消费

数字消费在中国消费市场扮演着越来越重要

的角色． ２０１３ 年起，中国一直是世界最大的数字

消费市场．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中国网络购物交易

规模达 １０． ６３ 万亿元，同比增长 １６． ５％；用户规

模达 ７． １ 亿，比 ２０１８ 年增加 １ 亿． 中国网上零售

额占社会消费品总额比例逐年上升，由 ２０１１ 年的

４． ４６％升至 ２０１９ 年的 ２６． ６％ （见表 ４）．
表 ４　 ２０１１ 年 ～ ２０１９ 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ｏｔａｌ ｒｅｔａｉｌ ｓａｌ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ｇｏｏｄ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９）

时间（年）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 （亿元） １７９ ８０３． ８ ２０５ ５１７． ３ ２３２ ２５２． ６ ２５９ ４８７． ３ ２８６ ５８７． ８ ３１５ ８０６． ２ ３４７ ３２６． ７ ３７７ ７８３． １ ４０８ ０１７． ２

网上零售额 ／ （亿元） ８ ０５９． ８ １３ ２０５ １８ ８５１ ２７ ８９８ ３８ ７７３ ５１ ５５６ ７１ ７５１ ９０ ０６５ １０６ ３２４

网上零售额占社会

消费品零售比例
４． ４８％ ６． ４３％ ８． １２％ １０． ７５％ １３． ５３％ １６． ３３％ ２０． ６６％ ２３． ８４％ ２６． ０６％

　 　 注：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

　 　 在社交电商市场方面，中国 ２０２０ 年市场规模

达 ３． ５４ 万亿元，连续两年超 ６０％增长，远高于网

络零售整体增速． ２０２０ 年社交电商占网络零售交

易规模的比例为 ３０％，较 ２０１８ 年提升超过 １００％．
与此同时，移动支付的便利性创造更加丰富的消

费场景，物流服务的普及性激发下沉市场的消费

潜力． 各类线上服务与线下服务的结合，不断地扩

大数字零售的边界，带动各行各业持续发展．
线上教育方面，因新冠疫情爆发，全中国大中

小学校 ２． ６５ 亿在校生普遍转向线上课程，极大地

激发在线教育的市场． 在线教育扩大教学覆盖范

围，让师生得以无视距离的交流互动． 在线教育

应用数量与用户量迅速增长，多个应用的日活跃

用户数达到千万以上． 比达咨询的《２０２０ 上半年度

中国在线教育行业发展报告》指出，２０１９ 年中国在线

教育市场规模达 ３ ２０１． ４ 亿元，预计 ２０２０ 年突破

４ ０００ 亿元．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中国在线教育用户规

模达 ４． ５ 亿，占网民整体的 ４２． ３％，相较 ２０１８ 年底

暴增 １１７． ２％．
１． ３　 可能存在问题

数字经济带来发展机遇，同时也产生挑战． 如

随着信息技术的深度应用，非接触式、智能化、 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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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化已成为支付产业数字化的关键词⑤． 数字经济

与实体经济相融合的新型消费模式与经济活动已

活跃呈现，新的经济活动规律亟待探索． 同时，也存

在参与机构在追求发展过程中，独占数据形成行业

壁垒，跨边界业务交叉嵌套形成闭环，脱离监管超

范围经营，现有监管规制不适应数字经济治理．
这些机遇和挑战给业界和监管层提出艰巨的

任务，也为学术界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 在数字

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从国家层面的战略考虑，对
数据资源安全问题与管理、数字经济的风险管理与

监管等方面提出新的要求，同时也为科学研究提供

了新的方向．

２　 研究综述

数字技术兴起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是促进数字

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和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力量． 作为一个技术体系，当前数字新技术主要

包括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云计算五

大技术． 数字技术自诞生起就和经济活动密切融

合． 目前，国内外学者正在就数字经济中的新规律

展开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探究．
根据不完全统计，以知网搜索关键词“数字经

济”为例，２０１７ 年 １ 月至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三年内共有中

文期刊论文 ３ ９７１ 篇，主要涉及哲学与人文科学、
社会科学以及经济与管理科学领域；主要覆盖的关

键词为“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数字化转型”“人
工智能”“普惠金融”“区块链”等；刊发论文数逐年

递增，由 ２０１７ 年的 ３８３ 篇，增加至 ２０２１ 年１ ６７５篇．
以著名社会科学工作论文网站 ＳＳＲＮ 为例，根

据不完全统计，近三年涉及以数字技术为研究内容

的学术文献超过 ２ ０００ 篇，这些研究主要来自于经

济学、法学、管理学和社会学学科． 其中从技术的

角度看，研究者对于各项技术的关注度有所不同，
其中涉及大数据 （ｂｉｇ ｄａｔａ） 的文献有 ４９３ 篇，涉及

区块链 （ｂｌｏｃｋ⁃ｃｈａｉｎ） 的文献有 ９９ 篇，涉及人工智

能 （ＡＩ ｏｒ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的文献有 ２７８ 篇；

从研究方向来看，涉及产业数字化转型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的文献超过 ５５ 篇，涉及数字技术在

金融行业应用的 （Ｆｉｎｔｅｃｈ） 文献有 ２２３ 篇⑥．
同时众多高校和研究机构纷纷建立数字技术

与社会经济科学研究相融合的跨领域研究中心、研
究院． 其中较为典型的有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

院，由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交叉信息学院、法
学院以及软件学院联合成立，下设的大数据研究中

心、区块链研究中心、大数据研究中等；另外，还有

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北大光华区块链实验

室、上海交通大学人工智能金融科技联合实验室、
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同济大学人工智能与

区块链智能实验室等．
２． １　 数据资源管理与数字货币理论

数据是数字技术的基础，更好地管理并利用数

据自然是学者们的重点研究方向． 根据国际数据

管理协会（ＤＡＭＡ）的定义：数据治理是对数据资产

管理行使权力和控制的活动集合． 数据资源管理是

应用信息系统技术和数据管理工具以达到企业信

息需求的管理活动，它是传统信息治理的延续和扩

展，不可能与传统的信息治理切割，应通过建立科

学合理的评估监督体系来对大数据进行管理，在控

制风险的前提下有效利用数据提供服务、创造

价值［２ － ５］ ．
传统的治理概念首先来自于政府，然后延展到

公众和企业领域． 数据治理的研究，也应该在不同

层面上基于两个方面展开：首先是利用数据进行控

制、管理和运作的治理模式研究，也就是数据要素

化的相关问题；其次是在促进数据的流动性、共享

性和价值性的同时，保证其安全、可信和有效性的

研究，也即数据资产化的相关问题［６］ ．
仅从技术层面而言，数据治理就包含数据资产

确权、数据整理、数据开放共享、数据隐私保护等诸

多方面［７］ ． 数据治理更是涉及数据的相关行业、机
构、部门和企业等各方面． 因此数据资源管理与治

理既包括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信息系统的搭建，
也涵盖组织架构与战略决策［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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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是当今数字技术热点，其衍生品数字货

币更是市场焦点． 数字货币泛指一切以电子形式存

在的货币，一般可分为私人数字货币和法定数字货

币，具有加密算法技术的数字货币又被称为加密货

币，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货币属于加密货币． 数
字货币的职能可从高到低依次划分为交换媒介、交
易软件、记账工具三个层次［９，１０］ ． 私人数字货币至

今存在较大争议． 以比特币为例，部分学者认为比

特币是作为交换媒介诞生，属于数字货币的最高层

次［１１］，但是更多的学者认为比特币只有市场价值

而无内在价值，只是一个投机商品［１２］ ． 而主权货币

因国家背书则无此争议． 主权货币可缩短央行的交

易效率，缩短居民与央行的距离，也可打击偷税漏

税等行为［１３］ ．
数字货币是经济运行和民生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创新服务模式与投资模式、实施普惠发展、丰富

宏观调控手段、提高货币政策的执行效率与精准

度、提高信息传播效率与市场运行效率、促进机构

间核心业务竞争、增强支付的便利性与安全性等方

面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对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与确保国家金融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１４ － １６］ ．
２． ２　 数字技术对金融与经济活动的影响

目前，数字技术对经济活动影响的相关研究主

要集中在数字技术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包括数字

化转型），数字技术对家庭的影响，数字技术对金融

行业的影响以及数字技术在经济活动中的安全性

问题等．
作为数字技术应用中的热门理念，数字金融

（又称互联网金融或金融科技）是指利用数字技术

解决金融问题的业务形态，既包括新型科技公司为

金融决策提供技术解决方案，也包括传统金融机构

通过数字技术优化金融业务． 有相当一部分学者集

中于数字技术在金融行业的应用和创新上，使得金

融科技 （Ｆｉｎｔｅｃｈ） 成为最热门的研究课题之一．
国内外学者从数字金融、数字支付、大数据、人

工智能、零工经济、线上化等角度开始探讨数字技

术给产业、企业乃至家庭带来的各种影响． 国际电

子技术与信息科学工程师协会 （ＩＥＥＥ）的知名期刊

ＩＥＥＥ ＩＳ 于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和 ５ 月出版 ２ 期人工智能

与金融科技特别专刊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Ｉｓｓｕｅ ｏｎ ＡＩ ａｎｄ Ｆｉｎ⁃
Ｔｅｃｈ：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Ａｈｅａｄ［１７］，多篇论文重点讨论

人工智能与金融科技发展的最新进展． 数字技术给

产业带来巨大冲击，有的学者从工业与数字技术融

合角度探究数字技术给产业、企业及社会带来的效

率提升［１８］；有的学者从管理理论的角度探索数字

化时代下企业管理的创新与挑战［１９］；数字化在线

办公是数字技术的应用之一，有的学者分析在线办

公模式如何影响工作绩效和工作满意度［２０］，并比

较研究不同国家的远程办公普及程度的差异及可

能的原因［２１］ ． 互联网平台是数字技术应用诞生的

成果，有的学者专注于研究该类平台对社会经济状

况如家庭就业和创业活动［２２］ ．
在考虑数字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时，不仅仅

考虑数字技术对金融效率的提高，更应该关心对整

体社会福利的影响． 国外知名学术期刊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于 ２０１９ 年五月出版数字科技特别

专刊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Ｉｓｓｕｅ： Ｔｏ Ｆｉｎｔｅｃｈ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２３］，深刻

讨论数字技术对金融行业的冲击以及社会经济活

动的影响． Ｐｈｉｌｉｐｐｏｎ 认为在过去的 １３０ 年里，金融

中介的单位成本一直保持不变 （２％），这表明在过

去一个世纪里，家庭并没有从信息技术的进步中受

益⑦． 这可能是由于信息技术存在巨大的地域差异

化，中国是金融科技最发达国家之一，同时存在极

大的地域差距［２４］ ．
数字技术带来变革的同时也伴随着风险，数字

金融风险也是学者们的重点关注问题． 根据《金融

学大辞典》中的表述，系统性金融风险是指由金融

体系内外部因素共同交织、相互影响而催生的风

险［２５］ ． 数字金融的发展对金融体系的内外部因素

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且这种影响具体表现为对金

融体系内部因素的直接影响和对金融体系外部因

素的间接影响．
从数字金融的发展现实来看，囿于发展不成熟

与监管不到位，相对传统金融系统存在更多风险．
一方面，数字金融增加违约风险． 数字技术的发展

推动金融脱媒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弱化传统的金融

—２４— 管　 理　 科　 学　 学　 报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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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机构，从而助长影子银行的产生和发展［２６］ ．
Ｐｌａｎｔｉｎ 认为影子银行信贷中介链通过期限错配、流
动性转换、信用风险转移或担保、杠杆构成若干系

统性风险因素［２７］ ． 此外，网络借贷借助数字技术迅

速发展，用户数量和资金规模体量巨大而缺乏配套

的风险管理能力，容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２８］ ． 除
上述存在的系统性风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数
字金融存在特定的经营主体风险、法律合规风险、
技术风险等［２９］ ． 另一方面，数字金融伴随着网络安

全风险． 互联网支付带来便捷的同时，涉及的信息

交易数据一旦出现泄露，也带来网络安全问题．
２． ３　 数字经济计量、规制和监管理论

因数字经济迅速发展以及对各行各业的促进

作用，美国经济分析局 （ＢＥＡ） 认为衡量数字经济

对评估并预测整体经济形势十分重要． 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 （ＩＭＦ） 认为传统的 ＧＤＰ 统计方法忽略

了数字化产品与活动的增加值． 作为关键生产要

素，数据与传统的土地以及资本不同，空间以及时

间上的非竞争性使得其超越某一行业或是地域的

限制，与各行各业都有极大的交叉性，传统的计量

统计口径很难科学地评价和测度数字经济． 这会影

响对经济发展态势的把握并影响相关政策制订⑧．
因此，对数字经济发展进行科学而客观的测度势在

必行．
目前对数字经济的核算分为直接法与对比法

两种． 美国经济分析局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采用

的前者，即设立指标后，直接测算并评估出界定区

域内的经济体量和影响⑨；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 （ＯＥＣＤ） 在核算时采用对比法，即界定范围与

指标后，对比不同区域的数字经济发展状况从而得

到相对情况［３０］ ． 这两种方法都值得学习并参考． 直
接法需要对数字经济的理论界定和范围测度提出

了较高的要求，对比法不仅要求科学客观的指标体

系，还需要成熟而全面的调查统计体系进行

支撑［３１］ ．

同时，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

术的相关经济安全领域的研究正处于一个快速增

加的时期． 数字经济相关的用户隐私与安全研究逐

渐成为研究学者的重要关注领域． 随着数字技术在

实践中的大规模应用，数据在金融安全领域、打击

非法经济活动领域、风险评估预警领域的优势逐步

显现，传统的经济安全、国家安全相关的研究开始

使用数字技术带来的研究方法、范式上的变革．
结合以上所有数字经济相关内容，数字经济规

制和监管就是在规制经济学框架体系内研究数字

经济背景下的政府规制活动，探讨经济性规制和社

会性规制在数字经济背景下的表现特征以及演化

规律，构建符合数字经济特征的最优规制机制． 数
字经济的数字化、智能化、平台化、生态化的新特

征，引发在生产要素治理、市场竞争规制和监管方

面全新的课题． １）数据是数字经济的核心生产要

素，在数据产生、收集、存储、管理、流通、分析、利用

等诸环节需要建立相应的治理体系、规则和技术，
在最大化数据价值的同时确保安全保障［３２］ ． ２）基
于大数据驱动人工智能的算法是数字经济关键技

术基础，算法一方面在为市场主体带来经济效益的

同时，也引发诸如歧视、不公平、侵犯隐私、侵犯商

业机密等种种阻碍经济发展的问题，亟需加强大数

据治理、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和规制的构建［３３］ ． ３）
数字平台带来资源重组与权力重构，模糊政府、企
业、市场的边界，可能会形成寡头垄断性市场格局，
也会带来新的数据资源的竞争问题． 这种平台化

的发展趋势正在挑战现有的关于市场竞争与垄断

规制，亟需不断创新市场结构和竞争方面的理论基

础与政策工具，以创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３４］ ．
数字经济伴随的关联性与复杂性，对风险监管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数字经济发展所推动的用户、
金融业、科技企业以及市场基础设施运营业的有机

融合必然会使经济与金融系统更加复杂化和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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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Ｆｕｎｄ． Ｍｅ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Ｆｕｎｄ，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ｍｆ． ｏｒｇ ／ ｅｎ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ａｐｅｒｓ ／ Ｉｓｓｕｅｓ ／ ２０１８ ／ ０４ ／ ０３ ／ ０２２８１８⁃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
Ｂａｒｅｆｏｏｔ Ｋ， Ｃｕｒｔｉｓ Ｄ， Ｊｏｌｌｉｆｆ Ｗ， ｅｔ ａｌ． 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２０１８．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ｅａ． ｇｏｖ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ｐａｐｅｒｓ ／ ２０１８ ／ ｄｅｆｉｎｉｎｇ⁃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２０２１．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ａｉｃｔ． ａｃ． ｃｎ ／ ｋｘｙｊ ／ ｑｗｆｂ ／ ｂｐｓ ／ ２０２１０４ ／
ｔ２０２１０４２３＿３７４６２６． ｈｔｍ）



化，并随着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以及数字化程度不

断向纵深发展，风险与监管难度都不断上升．

３　 主要研究方向与存在科学问题

３． １　 数字经济形态与计量

２１ 世纪以来，数字经济迅速发展并呈几何级

数增长．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

更高级经济阶段． 根据不同定义估算，数字经济占

世界国内生产总值 ４． ５％至 １５． ５％之间． 当前全球

仍然处于数字经济的初期阶段，中国如何把握数字

经济的巨大机遇，应对数字经济的严峻挑战，亟需

及时追踪数字经济的形态变化，准确测度数字经济

的体量规模，积极探索数字经济的未来发展规律，
科学评估数字化变革对经济活动与人类福祉的影

响，合理构建兼具中国特色和国际可比性的数字基

础设施和数字经济体系框架．
典型科学问题举例：数字经济形态分类；数字

经济形态运行机制与发展规律；数字经济规模及其

对社会经济活动影响的测度；社会网络大数据的构

建技术与发展规律；数字经济计量方法与理论；数
字经济政策评估的方法与理论，等等．
３． ２　 数据资源管理与治理理论

随着 ５Ｇ、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

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蓬勃发展，中国正在

进入数字化转型期． 在万物智联时代，数据源源

不断产生并自主汇聚至纷繁复杂的智能应用参

与主体． 数据作为新的生产力要素，正在作用于

社会系统的各个领域，在改变治理手段与生产

关系的同时，也改变着传统的商业规则与经济

运行形态． 因此，数据资源已成为极为重要的国

家基础性资源：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新财富，其
经济价值堪比石油；而作为新资源，其战略价值

比肩武器．
然而，大规模数据收集也同时带来严峻的隐

私泄露、数据滥用和“信息茧房”等问题，对传统

的数据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进一步，大规模数据

自主汇聚还导致数据垄断困境的出现，使数据资

产被不合理的分配与享用． 数据霸权和数据歧视

成为较为普遍的社会性问题． 因此，数据治理必将

成为中国中长期发展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要

课题．
典型科学问题举例：数据资产确权及数据价

值理论建构；数据要素流动性理论与社会核算方

法；数据垄断权力与数据歧视的治理体系；开源平

台可信数据资源的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政府数

据与社会数据的有效融合等．
３． ３　 数字技术对经济活动的影响

数字技术自诞生以来就和经济活动密切融

合． 一方面数字技术直接为经济活动提供所需的

技术支持，另一方面，数字技术还通过深度应用积

累的海量数据资源为经济活动提供关键生产要

素，加速推进人类社会迈入以数字化、网络化、智
能化为特征的数字经济时代，改变国民经济的生

产、消费和分配方式，从而对经济结构和经济效率

产生深远影响．
典型科学问题举例：数字技术与产业经济发

展；数字技术与家庭经济活动；数字技术与金融发

展；数字技术与经济安全和经济治理；数字技术与

经济基础设施；数字经济与收入分配等．
３． ４　 数字金融与风险管理

数字金融是全球金融创新的前沿，中国在移

动支付、网络贷款、线上投资与数字保险等领域走

在国际前列，但在智能投顾、众筹、数字资本市场

等方面的发展则相对滞后． 中国数字金融创新的

最大特点是普惠，让金融服务覆盖众多缺乏抵押

资产、财务数据不全以及地处偏远的企业与个人．
数字金融的本质依然是支持资金融通过程中的期

限、规模与风险的转换，核心是降低信息不对称的

程度． 但数字金融创新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

一些金融运行规律，比如边际成本可能从原来的

上升变为一个很低的常数，与客户的物理距离则

会被“线上距离”替代，以大数据风控为基础的信

用贷款很可能会弱化“金融加速器”的作用，增强

金融与经济的稳定性． 金融风险形态也会有所改

变，风险跨行业、跨地区快速传播成为可能，因此

监管也要与时俱进，利用监管科技实时监测、规范

市场行为，同时可以采取“监管沙箱”的做法，试
验一些看不太准但有价值的新型业务产品、流程

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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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科学问题举例：数字普惠金融创新及其

宏观经济影响；大数据风控模型的可靠性与稳健

性；数字资本市场的形态与运行规律；数字金融风

险的传播方式与金融稳定；数字金融监管的理论

基础与工具创新．
３． ５　 数字货币理论与技术

随着数字货币技术的发展，新一代数字货币

关键技术的高性能、高可用、高安全、高扩展等特

征，对交互网络、账本、共识、安全、隐私、身份、钱
包、监管和智能合约等关键共性技术基础理论带

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典型科学问题举例：数字货币关键信息技术

突破；数字货币对经济金融的影响机理；数字货币

监管理论与科技等．
３． ６　 数字经济规制和监管理论

中国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明显领先于制度规

范，尤其是市场监管体系跟不上新业态、新模式的

创新发展，需要在快速演化的市场动态和相对稳定

的监管规制之间寻求新的平衡基础和理论支持． 此
外，放眼全球，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存在极大的地域

鸿沟、缺少整体规制，因此以分布式共同治理、数字

共同体架构为核心，为以国家间合作为主体的未来

数字经济全球治理体系的建设也是一项新课题．

典型科学问题举例：数字经济对政府规制的

影响逻辑；大数据全生命周期的治理体系构建的

理论基础、核心要素及关键技术；科技伦理治理体

系架构及规制构建；数字经济环境下市场竞争与

市场有效性的理论基础与政策工具；数字资源竞

争与合作的模式及其理论基础；保障数字经济健

康快速发展的市场监管体系和规制构建；数字经

济全球治理架构以及发展路径．

４　 结束语

无论是从产业发展还是国家战略的层面看，
数字技术的应用都有着广泛的实践基础和宽松的

外部环境，这也为研究学者开展数字技术与社会

经济科学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
围绕数字技术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所展开的研究，
一方面对于审视现有的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理

论都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另一方面也将对促进

和引导数字技术在经济领域的应用和发展起到关

键的现实作用．
数字经济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数字经济领域

有关问题正在成为管理与经济研究前沿，现实重

要，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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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ｒ ｔｏ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ｆｏ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ｄａｔａ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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