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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数字经济是由信息化技术的广泛应用所形成的促进经济结构转型、经济增长的重要经济形态。
本文在回顾数字经济内涵、特征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就数字经济对社会发展影响的

文献进行了梳理。文献分析发现:数字技术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支撑核心,其快速发展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
有助于优化就业结构、提升创业活跃度和刺激市场消费;同时,数字技术的推广能有效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和经济系统的包容性增长。有关数字经济的研究需要在以下领域得到拓展:第一,理论框架的构建与完

善;第二,区域差异性研究;第三,数字化治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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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经济(Digital
 

Economy),最早见于美国作

家唐·泰普斯科特(Don
 

Tapscott)1996年的著作

《数 字 经 济:网 络 智 能 时 代 的 承 诺 与 危 机》[1]20。

1998年,美国商务部发布以“数字经济”为主题的报

告《浮现中的数字经济I》[2]30,描述了信息技术发展

带来的深刻影响;之后又发布了《新兴的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2000》《数字经济2003》等数字经济报告,
以此追踪、分析数字经济可能给美国以及世界经济

产生的影响。此后,数字经济逐渐被广泛接受。目

前,数字经济是经济学研究中的重点研究对象,其研

究文献大量涌现且研究热度不减。对数字经济相关

文献进行梳理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其对后续研究

具有积极价值。本文主要通过对近期国内数字经济

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以挖掘其关注重点和需要进

一步拓展的领域。

一、关于数字经济的内涵研究
早期探讨数字经济的文献主要围绕其与互联网

的关系展开研究[3]。Rob
 

Kling等认为数字经济的

核心是数字技术[4]。James
 

Wilsdon强调电子商务

在生产、生活等多维度对经济发展具有影响作用[5]。

Rumana
 

Bukht在界定了数字部门的基础上,将数

字经济定义为“完全或主要来自数字技术的经济产

出的一部分,其商业模式基于数字商品或服务”[6]。
 

Abd
 

Razak等认为数字经济拓宽了个人、组织与机

器之间的互联互通[7]。国内对数字经济的研究相对

较晚。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平台的快速发展,数字经

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日益密切。有关数字经济的内

涵研究,国内学者最初从技术视角进行剖析,随后逐

渐扩展到社会和管理等视角[8-14]。目前,现有研究

普遍认同G20杭州峰会有关数字经济的概念表述,
即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

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

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

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

二、关于数字经济的核心特征研究
数字经济是由信息化技术的广泛应用所形成的

促进经济结构转型、经济增长的重要经济形态。相

关研究从6个方面对经济的核心特征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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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以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

经济活动发展到信息化时代,数据已经成为继土

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传统生产要素之后的又一重

要生产要素,并在经济发展和价值创造过程中,扮演

着关键作用[15]。首先,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具有零边

际成本、复制无差异的特性,在参与经济活动的过程

中,既可以为企业提高竞争力提供战略性资源,又能

够突破传统要素的供给约束,降低各种经济活动的交

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16]。其次,数据通过与其

他生产要素的联动,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能[17]。

(二)以数字技术为主要驱动因素

数字经济离不开数字技术的支撑[18]。以大数

据、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型数字技

术,在推动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过程中,扮演着

主要推动力的角色。一方面,数字经济和传统产业的

深度融合促进产业数字化发展,提高产业部门生产效

率[19]。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进步诱发跨领域的多

样化数字需求,促进了直播电商、社区团购等新业态、
新商业模式的形成,这些新的市场场景的应用,又加

速了数字技术的采纳与创新,推动了数字经济的稳健

增长[20]。

(三)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共享载体

现代信息网络作为数字经济的核心载体,不仅重

塑社会成员和互动方式,衍生出平台经济和共享经济

等新型经济形态,而且作为传播信息和知识的主要渠

道,对提升经济增长的规模和质量起到了关键作

用[21]。一方面,数字信息借助网络突破传统地域空

间限制,增强经济活动的连续性。在多元化的网络空

间中,传统的经济活动譬如购物、银行业务等均可在

线完成,这提高了社会资源配置效率[22]。另一方面,
数字信息的外溢性和共享性特点为落后地区提供了

后发优势,有助于其跨越数字鸿沟[23]。此外,数字平

台的发展催生了远程医疗、在线教育等新型服务,为
数字经济的普惠性发展提供了可能[24]。

(四)以极强的渗透性促进产业融合发展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离不开实体经济的高质量

发展[25]。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渗透性正在加速数

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这一进程不仅模糊了

传统产业界限,而且促进了二者的协同发展[26]。党

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

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二者的融合,主要表现

在:一是数据作为生产要素渗透到实体经济生产流通

的全过程,并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二是实体

经济的发展为数字经济提供丰富的数据资源[27]。

(五)以边际收益递增效应形成规模经济

根据梅特卡夫法则,互联网节点数的平方与其价

值成正比。在互联网中,网络用户规模越大,数据量

就越多,网络的总价值就越大,这体现出明显的边际

效益递增[28]。一方面,数据要素具有易复制性和非

竞争性等特性,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可能在数据网络效

应的作用下失效;另一方面,利用网络效应可以有效

提升数据要素的投入价值,促进边际产出的提高。在

数字经济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企业的长期平均成本

呈下降趋势,使其更有意向去扩大生产规模以创造更

大经济效益。同时,企业还可以将节省下来的成本购

买先进设备,从而激活创新活力,增强生产能力[29]。

(六)以数字化治理促进数字经济可持续

发展

数字经济的发展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但也

使社会面临着风险和挑战[30]。在网络空间中,不当

的言行会对社会的文化产生负面影响;大量存储的数

据被泄露或遭受攻击可能导致项目失败,造成巨大损

失;此外,拥有先进技术和高水平数据处理能力的企

业可能会形成行业垄断,会扰乱市场秩序等。信息化

时代,在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发生变革的同时,也要

求社会治理和政府治理的数字化转型[31]。

三、关于数字经济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研究

(一)微观层面的影响

1.
 

数字经济助推企业创新发展

一方面,数字经济打破了企业组织内部、外部的

边界,促进企业改善经营和管理模式[33]。在企业组

织内部,数字技术的应用有利于提升组织协调能力,
促进知识交流,优化管理流程,提高经营效率[34]。在

企业组织外部,数字技术的应用突破了上下游企业之

间和各行业之间的沟通障碍,促进企业形成跨地域和

跨组织的协作载体,使不同地区的企业在价值创造上

实现空间协同,并以数据和信息实时交换为核心实现

虚拟聚集[35]。另一方面,数字经济提高了市场透明

度,促使交易双方直接衔接,催生新的商业模式。互

联网、大数据等先进技术的使用,使企业能够通过数

字化平台精准获取消费者的需求和偏好,并将其快速

反馈到产品的设计、研发和生产各环节[36]。消费者

可以以较低的搜寻成本最大范围地在线选择产品并

进行比较,降低试错成本;同时,通过虚拟聚集的方

式,分享需求、互荐产品,形成示范效应,推动优质与

高效的供给[37]。

2.
 

数字经济对就业的影响

从供给角度来看,数字经济的发展产生就业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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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效应。首先,数字技术的应用和创新提高劳动者

的知识技能,促进生产效益和生产力的提高,这将直

接引 致 企 业 增 加 设 备 和 研 发 投 入,扩 大 生 产 规

模[38],从而不断创造出就业岗位。此外,企业数字

化技术的应用对传统岗位产生替代效应和创造效

应,孕育出更多的新兴就业岗位,进一步刺激就业市

场的增长和结构变化[39]。其次,由于第三产业固定

资产占比较低且技术密集程度较小,数字化转型相

对容易。随着第三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占比逐渐增

大,这将进一步促进第三产业就业机会的增长[40]。
从需求角度来看,数字经济降低了人们的求职

成本,提高了供需匹配效率。首先,求职者可以利用

数字平台获取丰富的就业信息,降低求职搜寻成

本[41];就业人员同样可以利用互联网等数字技术,
灵活选择工作地点,降低因工作需求而产生的迁移

成本和心理顾虑,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42]。其

次,数字金融服务有效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

题[43],提高创业效率,促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态

势。另外,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创业者决策

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资源,并通过加快信息交换和传

播等途径提高了城市创业活跃度[44]。
(二)中观层面的影响

中观层面的影响包含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

的影响。
产业数字化是指利用数字化因素对传统产业进

行改造升级的过程[45]。由于三大产业本身的特性,
数字化一般按照三、二、一的顺序逆向融合。首先,
服务业由于低固定成本和高交易成本的行业属性,
数字化转型较快、难度较低,往往更具发展空间[46]。
其次,制造业作为我国经济的压舱石,是产业数字化

改造的主要领域。数字经济主要通过工业互联网与

智能制造等方式,推动企业的数字化转型[47]。再

次,数字经济可以通过对农产品产业链进行数字化

转型,从而振兴农村经济[48]。
数字产业化是由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驱

动的数据要素价值创造过程。数字产业化催生了新

业态、新产业和新商业模式[49]。新商业模式通过需

求导向精准提供产品和服务,实现资源配置的高效

率[50]。另外,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产品市场更加公

开透明,竞争更加公平有序[51]。
(三)宏观层面的影响

1.
 

数字经济通过高质量发展实现“做大蛋糕”
创新水平的提高能够使企业更加智能地配置资

源,从而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和运行效率。互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创新,为“做大蛋糕”

提供新动力。具体而言,数字技术的扩散和渗透效

应能够拓展技术创新边界,加速全域范围的新旧动

能转换,促进产品和商业模式创新,为“做大蛋糕”提
供物质基础[52,53]。

2.
 

数字经济通过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实现“分好

蛋糕”
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使更多的普通人能够在

电子商务、新零售等方面实现就业和创新创业,体现

“以人为本”的收入分配原则[54]。在数字经济时代,
人们可以利用智能平台便捷地接触更多的就业机

会,并运用网络直播、电子销售等新商业模式获取财

富[55]。在线服务、移动支付等数字化工具能够降低

生活成本,缓解家庭支出压力[56];通过数字化手段,
人们还可以高效地接触到高质量的医疗和教育资

源,促进教育公平和医疗公平,改善资源分配不平衡

状况[57]。

四、结论和展望
数字经济是由信息化技术的广泛应用所形成的

促进经济结构转型、经济增长的重要经济形态。文

献回顾发现:首先,数字经济内涵研究不断丰富,现
有研究普遍认同数字技术在其中扮演的核心角色,

G20峰会对数字经济的界定获得广泛共识。其次,
数字经济展现出数据驱动、技术赋能、规模经济等核

心特征。再次,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数字经济,
依靠技术驱动和平台扩展,不断促进其与实体经济

的融合,推动了经济系统的包容性增长。
在未来,随着数字技术的持续创新和应用,数字

经济必将融入各个行业。有关数字经济的研究需要

在以下领域得到拓展:第一,理论框架的构建与完

善。建立更为全面的理论框架,以更好地解释数字

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动态性和复杂性,这包括对

融合过程的阶段性特征、影响因素及其相互作用机

制的深入分析。第二,区域差异性研究。考虑到不

同地区在资源禀赋、产业结构、政策环境等方面的差

异,开展区域差异性研究,以揭示数字经济发展在不

同区域的具体表现。通过比较研究,总结不同地区

数字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存在问题,为地方政府

提供差异化的发展策略。第三,数字化治理研究。
特别是在治理体系、治理能力以及与数字技术适配

性方面,研究如何构建与数字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法

律法规、政策支持和标准规范,以及如何提升政府和

企业的数字化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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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gital
 

economy
 

is
 

an
 

important
 

economic
 

form
 

which
 

is
 

formed
 

by
 

the
 

wid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promote
 

economic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On
 

the
 

basis
 

of
 

reviewing
 

the
 

related
 

literature
 

on
 

the
 

conno-
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digital
 

economy,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literature
 

on
 

the
 

influence
 

of
 

digital
 

economy
 

on
 

social
 

de-
velopment

 

from
 

the
 

micro,
 

meso
 

and
 

macro
 

levels.
 

Literature
 

analysis
 

shows
 

that
 

digital
 

technology
 

is
 

the
 

core
 

of
 

digital
 

econo-
my,

 

and
 

its
 

rapid
 

development
 

enables
 

enterprises
 

to
 

transform
 

digitally,
 

which
 

is
 

helpful
 

to
 

optimize
 

employment
 

structure,
 

enhance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and
 

stimulate
 

market
 

consump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promo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inclusive
 

growth
 

of
 

economic
 

system.The
 

re-
search

 

on
 

digital
 

economy
 

needs
 

to
 

be
 

expanded
 

in
 

the
 

following
 

areas:
 

first,
 

the
 

construction
 

and
 

perfection
 

of
 

theoretical
 

framework;
 

Second,
 

the
 

study
 

of
 

regional
 

differences;
 

Third,
 

digital
 

governance
 

research.
Key

 

words:
 

Digital
 

Economy;
 

informatization;
 

digit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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