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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结束的全国“两会”期间，数实融合成为各界热议的焦点之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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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实融合已成为促进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与之相应，现代金融体系既要满足经济转型升

级的需求，又要改善自身的稳健性和运行效率，因此围绕数实融合来推动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关于实体经济的探讨由来已久，在学界并未形成一致性的界定，但通

常侧重于指真实的商品生产与流通。在实践中，2008 年爆发危机之时美联

储频繁使用这一概念，被业界认为是指除去房地产、金融，甚至能源之外

的经济部门。无论如何，实体经济更多是指国民经济相对核心、稳定、缺

乏变化的部分。同时，数字经济的概念同样缺乏清晰共识，其衡量通常有

国民经济核算法、增加值测算法、竞争力指标体系和数字经济卫星账户。

我国统计局则以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来描述。与实体经济相比，数字

经济更多体现出动态变化、非传统性等特点，当然严格意义上说，二者并

没有泾渭分明的边界。 

为更好地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关键在于有效地测度

二者融合的现状、厘清背后的动力机制、把握未来的发展路径、优化相关

保障要素、改善政府对策措施。对此我们认为，可以从如下四方面来认识

数实融合及相应的金融支持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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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可从宏观、中观、微观视角来看数实融合。一则，宏观层面是

通过推动经济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改善劳动力和资本

要素的质量，推动劳动生产率提升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相应的金融活动

则应致力于激发内生增长动力，既服务经济结构优化，又着力改善经济部

门的金融“有效需求”，使得货币金融循环更顺畅。二则，中观层面是促

进三次产业结构优化与效率提升，并且重构众多行业的上中下游运营方式，

对此推动产业链金融创新则是重中之重，使得资金流、信息流、商品流、

物流等呈现一体融合。三则，微观层面则是推动市场主体的数字化创新与

变革，改善企业生产函数，全面增加可持续发展能力。对此，则需要更加

精准、功能多元化、生态共赢的金融资源匹配。 

其次，可从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基础设施来看数实融合。

一则，数字产业化是数字经济的“高精尖”部分，尤其是前沿技术的战略

新兴产业，迫切需要中长期资本的有效支持，也需要金融风险管理模式的

创新。二则，产业数字化是传统产业经过数字技术改造，增加了新价值、

形成了新业态，更是数实融合的核心地带，需要金融创新的有效支持。例

如，由于相关业态在数字化冲击下，变得分散化、智能化、轻资产化，传

统的金融工具遇到挑战，适应产业数字化演变的需要，金融数字化产品也

“呼之欲出”。三则，数字“新基建”需要投融资模式的创新，从而适应

项目形式更多样、范围更广泛、规模更分散、技术含量更高的特点。同时，

还需完善金融“新基建”来助力数实融合，包括数字化的支付清算设施、

征信系统、金融信息基础设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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