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世锦：生产领域的数字化

才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大戏 

  



 

 - 2 -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刘世锦 

谈及数字经济，特别要关注数字化实体经济的概念。最近几年，我们

强调发展实体经济，是针对所谓的虚拟经济的问题提出的。虚拟经济的问

题首先是过度金融化，比如房地产作为投资品过度炒作，金融活动过度自

我循环。 

还有一种情况是信息化和数字化的快速发展，有些人认为这是偏离实

体经济的虚拟活动。也有一些观点认为电商平台发展挤垮了大量的商铺，

造成了对实体经济的冲击。那是不是可以由此引出不应该发展金融和数字

经济的结论呢？显然不是。因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数字经济发展是

大势所趋，这些都是有充分的理论依据的社会共识。真正的问题在于金融

如何为实体经济服务，数字技术如何与传统实体经济有效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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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和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有效融合的标准在于是否有利于提高生产

力。比如过度金融化并没有提高生产力，它不是在创造财富，而是在再分

配社会财富。互联网平台中一些不正当的竞争行为也有类似的特点。从生

产力的标准来讲，需要关注数字化实体经济在一些行业，比如生产和流通

领域的迅速发展。这些行业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具有数字技术

直接介入实体经济过程、重资产、就业人数多、供应链优化布局等特点，

从而显著提高了生产力，形成了比较强的竞争优势。 

强调发展实体经济，并非简单地回到传统的实体经济，也并不仅仅是

重视发展物质形态的生产。事实上，传统的实体经济已经大量过剩，再增

加供给也未必有市场需求和竞争力。因此，我们面对的是两种不同的实体

经济，一种是传统竞争力已经下降、过剩严重的实体经济；另一种是数字

化赋能、生产率大幅度提升的新实体经济。我们面临的一个真实的挑战是

实现转型，怎样把传统实体经济转向数字化赋能以后生产力提升的新实体

经济。 

关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关系，有两种观点。一种强调的是制造业很重

要，是立国之本，比重必须要保持在一定标准之上。另一种认为服务业比

重上升符合经济结构转型的规律，中国已经到了服务业为主发展的阶段。

这两种说法听起来都有道理，但难免有所掣肘。如果由表及里，则不难发

现，两者并非对立，而是相互支撑。服务业，尤其是直接为制造业提供服

务的生产性服务业，包括研发、设计、物流、金融、信息服务、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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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法律商务服务等，最初大量都是包含在制造业之中的。随着这些业

务的发展和专业化分工水平的提高，采取了外包服务等业态，被划入服务

业领地。这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相互融合，相互高度依赖。一个地方

生产性服务业发达，通常相对应的就是高水准的制造业。相反，如果生产

性服务业落后，发展高水准制造业也是一厢情愿。一个很值得讨论的议题

是，把制造业和为之直接提供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加总起来进行观察分析，

相应地提出一个“制造和相关服务业”的统计概念，这样才能客观全面科

学地看待和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协同发展。 

关于数字化实体经济，需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实体经济的数字化转型要由消费到生产，从流通到制造。近些

年数字经济的发展主要分布于零售批发、社交媒体等领域，以面向个体为

主。或者说，集中于产品生产出来后，如何到达消费者的领域。下一步，

重点要逐步转向产品的生产过程。如果说消费和流通领域的数字化是序幕

的话，生产领域的数字化才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大戏，也才能实质性提升实

体经济的质量、效率和可持续性。 

第二，实体经济的数字化重心逐步转向人工智能。打一个不大贴切的

比喻，与实体经济相比较，互联网相当于通道，5G 技术是其中的高铁，大

数据是原材料，云平台相当于仓储，而人工智能则是机器设备。其他技术

主要是产生、运送、储存、连接数据，而人工智能则是用数据生产出信息

量更大、更有价值的数据。电商、社交媒体平台等初期主要是数据连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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