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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网】（专栏作家 王雍君）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寻求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

实现路径，已然成为企业、产业乃至整个国家日趋紧迫的重大课题，在很

大程度上决定其未来前途与命运。在国际层面上，那些失败或行动迟缓的

国家将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沦为输家。 

确认“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法”趋势的机械事实，不足以为数实融

合创设充分基础。真正紧要的问题是清晰鉴别数实融合的具体路径，评估

其相对优劣，识别其中最有前途的路径，在此基础上集中相关努力和稀缺

资源突破关键瓶颈。鉴于中国是数字经济规模和发展势头全球领先的大国，

但规模庞大的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步履维艰且其前景充满不确定性，这项努

力尤其意义非凡。 

数字经济指伴随 ICT（信息和通信技术）应用而来的、数据驱动的无

边界市场经济，涵盖 ICT 框架下的硬件、软件、数据内容、网络接入和互

联网群体这五个基本要素。由于很难单独分离出来，数字经济日益成为经

济本身，在此意义上，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总是存在某种形式与程度的“天

然”融合，但这对引导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并不充分，也不足以引导整体经

济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因此，推动超越天然融合的“深度融合”至关紧

要，可鉴别出四个关键路径： 

• 资产路径：以数字科技促进实体经济资产数字化，以数字化资产驱

动实体经济的价值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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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路径：发展远程在线交易，包括线上下单但交易可在线上进行，

比如社交网络平台和按次付费平台；也包括线上下单，但交易在线下进行，

比如电子商务平台； 

• 产品/服务路径：发展数字产品与服务，如下载音乐、游戏和数据处

理服务等区别于实体经济下的传统产品与服务，支撑电商平台等高度数字

化商业模式的创建、维护、运作和发展； 

• 实体路径：发展几乎不需要物理性“实体存在”的业务，实体经济

业务通常高度依赖实体存在。 

以上四个路径可能部分重叠，但本质上并不相同，因而可作为相对独

立的路径对待。资产路径因为更贴近实体经济转型升级而成为最优路径。

其他路径更多地反映数字经济本身的发展，而非数实融合的发展。 

资产路径不包括直接出售数据，因为这只是数据变现，不是创造价值。

此外，不应把数据简单地视为资产，因为许多数据并不满足“资产”的严

格定义，主要指创造可计量的未来收益的潜力。 

从助推实体经济升级转型的角度看，资产路径涵盖两个必须相继展开

的阶段：首先是以数字科技的力量促进实体经济资产数字化，使之成为真

正的数字化资产，价值创造的潜能因此得到拓展和提升；其次是在实体经

济业务领域有效运用这些数字化资产，使其价值创造的潜能转化为现实。 

实体经济资产即传统资产，如果没有数字科技的加持，其价值创造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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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限。数字科技的非凡意义集中体现为将实体经济资产升级为数字化资

产，包括由数字科技企业帮助实体经济企业直接获得数字化资产。与传统

资产相比，数字化资产的价值创造潜力更大。 

资产数字化并非易事，需要大量的前期投入。有些投入是无效的或浪

费性的，评估和改善形成效率因而非常重要。数字化资产的形成效率定义

为“数字化资产/数字化投入”，小于 1 表明部分没有形成数字化资产的无

效投入，在会计上记录为费用。如今，加大投入已经成为许多企业与行业

生存竞争的法宝，但比投入规模更重要的是形成效率。 

提高形成效率依赖数字科技企业与实体经济企业的紧密合作，以确保

实体经济企业获得数字化资产。在新近的许多案例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

种合作。 

归根结底，数字化资产需要被有效运用于实体经济的价值创造，才能

最终实现数字科技助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价值创造有两个层次：创造实

体经济的消费者价值，以及创造超过投入资本成本的回报。 

深度融合要求在实体经济业务领域实现价值创造。在这里，至关紧要

的是评估和改善数字化资产的运作效率，定义为“实体经济业务价值/数字

化资产”。该比率基于如下认知：数字化资产没有内在价值，只有外在价

值，且外在价值需要通过对实体经济的价值创造贡献加以检验，无论在产

品、客户还是产能层面上。若无助于创造、拓展或提升实体经济的产品价

值、客户价值和产能（利用率）价值，则数字化资产的价值应被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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