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蔡昉：数字经济发展必须
具有分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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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蔡昉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作出的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

字化的部署，直接对标创新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与此同时，我国已

经进入新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要求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因此，发展数字经济也要以人民为中心，体现共享发展的理念。从新发展

理念出发，数字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维度，即人文视角，应该成为相关领

域研究以及决策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和着眼点，以推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同时使这个大趋势的成果得到充分的分享。 

 

数字经济发展要秉持新发展理念 

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出现过的科技革命，都或迟或早地引起了以相关突

破性技术应用为特点的产业革命，相应地，科技革命便赋予产业发展以崭



 

 - 3 - 

新的驱动力。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教授认为，正在到来的新一轮技术

变革必然导致第四次工业革命，其特点是互联网无处不在地得到运用，移

动性大幅提高；传感器体积越来越小，性能却越来越强大，成本日益低廉；

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方兴未艾。也就是说，数字经济将是新科技革命导致

产业革命的必然结果和主要体现。 

无论是从这种革命性变化本身着眼，还是从“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

贯彻落实中央部署出发，经济学和其他相关学科都应该加强从数字经济的

人文视角进行研究。技术进步的包容性或者说技术进步如何让全体人民共

享的问题，在理论研究中进行过旷日持久的讨论，但是，关键性的问题迄

今尚未在主流经济学圈中得到完美的回答。 

在一些科技领先的西方发达国家，这方面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学理念是

所谓“涓流经济学”，认为虽然科技进步的成果为创新企业家率先获得，

但是终究会以一种滴流的方式惠及普通劳动者和家庭。但是，不仅历史上

技术成果分享的问题从未得到良好解决，例如，工业革命初期机器的使用

对就业的冲击，导致了“卢德运动”的兴起并将相关思潮流传至今，而且

事实上过去几十年的技术发展在很多国家造成了劳动力市场两极化、收入

差距扩大和中产阶级萎缩的后果。 

更有甚者，在美国等位居科技前沿的国家中，技术进步助长了民粹主

义的经济社会政策，这种政策倾向和民族主义思潮进而演变为国际关系中

的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泛滥及至去全球化趋势。这样的结果最终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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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头来影响国内政策，政府的政策被超大规模技术企业和跨国公司所俘

获，阻碍了创新潜力的发挥和科技的健康发展，也扰乱了国际经贸秩序。 

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使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分享到科技

进步和生产率提高的成果。作为新发展理念之一的共享发展理念本身，也

摒弃了“涓流经济学”的虚幻假设。然而，技术创新还在进行，改革也不

能停止。正如历史上所有的颠覆性技术革命一样，数字经济的发展自身不

能解决广泛分享的问题，不可避免会产生诸如阻碍创新、排斥分享和扩大

差距等一系列问题，必须通过相应的制度创新予以解决。 

数字经济的分享性并非自然而然 

面对数字经济发展中诸多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我们需要从理论上给予

令人信服的解答，在政策上作出必要的安排，在机制上作出顶层设计，同

时加强相关制度的创新和建设。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对中国数字经济发

展具有直接的针对性，亟待从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的角度予以关注。 

第一，数字经济必然加快自动化技术对人力的替代。从理论上说，在

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过程中，新的、更高质量的岗位也会被相应创

造出来。但是，被技术替代的劳动者与有能力获得新岗位的劳动者，常常

并不是同一批人群。最新的证据显示，在各国遭遇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情

况下，为保持社交距离而流行的网上远距离办公，再次把劳动者分化成不

平等的人群，造成新的劳动力市场两极化现象。可见，如何把数字经济创

造的就业机会与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及技能进行有效匹配，在理论上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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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都是不能回避的挑战。 

第二，数字经济自身一如既往地解决不了垄断的问题。新科技革命的

特点使科技公司具有更庞大的体量、更坚厚的进入障碍、更严重的信息不

对称等性质，不仅从传统定义的角度来说都是强化垄断性的因素，还产生

“赢者通吃”的新现象，即出现胜出者更容易遏制乃至扼杀竞争对手，可

以更肆无忌惮地滥用消费者数字信息等新问题。因此，从促进竞争和创新

以及保护消费者权益等方面的必要性出发，防止和打破垄断的任务不容掉

以轻心。 

第三，从数字经济的性质看，这一领域具有造成各种数字鸿沟的自然

倾向。例如，由于在研发水平、科技人员禀赋以及投资支持等方面存在差

异，大企业与中小微企业之间存在着应用数字技术的机会鸿沟；由于在家

庭经济地位和人口特征方面存在差异，高收入与低收入人群之间、不同年

龄段人群之间，也存在着在生产和生活中享受数字技术的能力鸿沟；此外，

由于人力资本与技术应用之间存在不匹配，在公共服务机构或企业推进数

字化的过程中，还出现了直接操作人员技能与数字化系统之间的不匹配情

形。 

第四，数字经济发展也造成了劳动者权益保障的难题。数字经济本身

是新科技的应用，既创造出对人力资本有更高要求的高质量就业岗位，也

创造出大量适宜采用灵活性就业模式的非熟练劳动岗位，造成劳动力市场

非正规化程度的提高。相应地，灵活就业人员参与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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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社会保障的程度趋于降低，通过劳动力市

场制度保障自身权益的难度也增大，都给数字经济发展成果的分享带来新

的挑战。  既然数字经济时代出现的新业态和新就业模式都与相关的技

术特点相关联，这类技术本身是存在着解决这些社会保障和劳动权益问题

方案的，关键在于要确立以人为中心的技术和产业发展导向。因此，必须

真正认识到不存在“涓流效应”这回事，要把解决劳动者保护和成果分享

问题的方案内生于数字经济发展本身。 

正如鼓励新科技条件下经营模式和业态的创新一样，加强监管也是支

持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部分。或者说，越是希望加快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

便越是需要解决好数字经济发展中可能遭遇的上述及其他各种问题。监管

措施越是恰当和及时到位，越有利于避免事后惩戒可能造成的损失。 

数字经济时代高版本就业优先政策 

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成果分享的根本途径在于这

些过程应该有利于扩大就业，并且从初次分配领域促进工资增长。虽然从

理论上说，新技术应用在“破坏”一部分旧岗位的同时也会创造出新岗位，

但是，由于现实中存在的几个实际问题，即第一，破坏岗位与创造岗位的

两个过程所对应的劳动者群体不同；第二，破坏的岗位在数量上往往少于

新创的岗位；第三，转岗通常有时差和落差，往往会降低就业质量和工资

待遇。因此，创造数量更多、质量更好岗位的目标，并不能自然而然达到。 

数字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都是题中应有之义。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34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