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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盘和林 

 

数字经济无疑已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虽然各国数字经济

的发展阶段和禀赋条件不同，但其发展的逻辑脉络和最终目标却不谋而合，

数字经济正成为国际竞争的主赛道。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实现“数字经济

赋能”，推动传统经济体系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将成为

推动产业转型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对此，“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

出要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以塑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夯实实

体经济根基。日前，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也召开线上研讨会，发

布《“十四五”期间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路径研究》报

告，并就数实融合发展路径展开了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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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质上讲，数字经济本就属于融合型经济，产业数字化的实质就是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这种融合既涉及技术条件，又涉及经济关系。

只是由于场景和需求的不同，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会呈现出多种组

合态势。虽然现阶段数字经济不断与传统行业相互渗透，尤其是在工业和

服务业领域数字融合实践应用领域不断扩大。但在一些传统制造业领域，

大部分企业在供应链竞争的背景下，仅仅将数字技术看做生产环节的辅助，

对于数字技术在管理理念和生产关系上带来的变革没有做到高效和深入的

挖掘，忽视了数实融合在产业一体化中作用。这种一体化不仅指的是对传

统产业中包括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工具、生产资料、生产手段等在内

的生产力体系进行重构，更是对涉及文化、理念以及个体在生产中的地位

及其相互的关系进行重构。 

从这一角度讲，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必须要重视数

字技术在产业全生命周期上对产业链提升的起到的战略作用。那么就需要

对数字经济影响实体经济的效应和特征进行判断，深刻认识数据要素和数

字技术对生产要素及其结构的影响，从而做到澄清争议、深化理性决策。 

其一，重视数字技术在推动产品和服务创新方面的作用。制造业在数

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其决策链条发生了重要转变。传统观念是注重提升生

产效能，用量来打通市场，但现阶段更需要重视客户的实体需求。传统的

发展模式面临的问题是很难接触到真正的终端用户，生产商往往要通过多

重分销、零售、门店，才能够接触到终端用户，商家的门店、渠道、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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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这几个环节之间是割裂的。但在融合了数字技术后，实现了传统产业的

个性化定制、智能化生产和网络化协同的转变。以企业微信及小程序为例，

通过数据的收集和迅速反馈，打通了门店、经销商和企业之间的产销链条，

满足了市场快速反应的要求，不仅帮助渠道快速下单提货，更是实现了消

费者的精准化定位。再看数字技术在推动产品创新方面的应用，富士康借

助工业互联网平台，将其先进的工业科技进行输出，将自身使用的工业应

用、工业模型进行微服务化，以多租户的方式为工业互联网平台的企业用

户提供服务。通过双跨工业互联网平台已连接海量工业设备，积累了一大

批工业机理模型，搭载了上千个工业 APP，拉长了产业链，也拓宽了企业

的服务领域。 

其二，挖掘数字技术在赋能企业降本增效领域的潜力。工业革命以来，

企业不变的追求是制造的高效率、高质量、低成本和高满意度。数字技术

对传统制造业的渗透，为企业效率变革提供了技术支撑，这方面不乏成功

案例。以质检这一角度为例，华星光电的质检方法是靠人工肉眼去识别 AOI

拍出的图片。这种效率下，传统质检跟不上发展刚需。从成本上看，一个

质检员从入职到上岗，需要培训 2 到 3 个月。如今通过腾讯基于行业领先

的 AI 图像算法和缺陷检测模型，实现了数字化质检，在人力缩减了一半的

情况下，缺陷识别速度提升了 10 倍。然而，我们也要理性的认识到，虽然

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在效率方面体现为经济均衡应接近于帕累托最优，即实

际产出尽可能高地接近于潜在产能，保持较高的生产效率。但对于企业讲，

这就要求在要素资源的配置上减少资源错配，提高配置效率。相比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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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在企业资源配置上发挥的作用，显然还需要进一步提升。 

其三，发挥数字技术在引领组织模式创新方面的作用。数字经济在组

织模式和治理体系上滞后于产业发展也可能引发新的风险，这也是数实融

合中最重要但却容易忽略的。数字技术在传统产业作用发挥的程度不仅取

决于信息技术的发展水平，更是取决于传统产业本身的信息化基础和数字

化管理水平。探索数实融合的过程中，应思考如何将数字化的理念嵌入到

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为供需双方所应用。或是企业内部能够妥善借助数字化

工具，纵向上助力企业内部的流程数字化，降低信息传递损耗，提升协作

效率。或是横向上帮助企业第一时间感知市场变化，促进消费端和生产上

下游敏捷协同。使得双方有机会产生跨空间的联系，可以根据各自的需求

进行高效的对接。从这一角度看，实体产业在理念和组合模式上的数字化

转型仍将是一场深入的持久战。中交建 2017 年 10 月与企业微信达成合

作，通过将企业微信作为统一入口，实现了内部人与人、人与系统的高效

连接，提升企业管理和运转效率。中国交通建设集团用企业微信 1 年内实

现全球 130 多个国家地区超 14 万员工沟通，日均消息超 300 多万条，接

入超 300 个应用。中交建还与腾讯会议开创了全球连接新模式，依托于腾

讯云遍布全球 68 个可用区 2800 多个加速节点的支撑，为中国交建全球化

协作构建了安全、稳定、流畅的连接。 

历史经验表明，把握趋势、应对变革的能力是能否实现长期可持续发

展的关键。现阶段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不充分不平衡，存在“重量轻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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