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典：数实融合战略如何成

为拼经济的关键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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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丨刘典 

本文发表于《上观新闻》2023年 1月 3日。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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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

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

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

展，有利于推动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有利于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有利

于推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举措。 

当前全球发展走到十字路口，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如何进一步解

放和发展生产力成为牵动全球的核心发展问题。世界主要国家都把推进数

字化转型作为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动能，在前沿技术研发和深化应用等方

面加快前瞻性布局。在此背景下，我国独辟蹊径，提出数字经济和实体经

济融合的发展战略。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达到 45.5万亿元，占GDP

比重接近 40%。随着数字经济在 GDP 中占比持续提升，其作为国民经济

“稳定器”和“加速器”的作用更加凸显。通过“数实融合”推动实体经

济从竞争力下降、过剩严重的传统模式向数字化赋能、生产率大幅提升的

融合发展模式转变，最终实现以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 3 - 

 

具体而言，数字经济赋能实体产业，与实体经济融合，展现拉动增长

的巨大潜能，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推动“数实融合”的重点方向从消费端转向产业端，释放数据

要素的新市场红利。 

目前，中国“数实融合”正从消费端延伸至生产端，成为企业和工厂

降本、增效、提质的新动能。过去几年来，中国已经逐步走过了数字技术

深入零售批发、社交媒体的阶段，发挥数字技术和商业模式的优势将更多

优质的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在消费互联网时代，各大平台凭借流量来获

取盈利。而流量红利的见顶，正推动互联网的生态体系从消费互联网向产

业互联网转化。互联网的核心特征从“人人互联”转向“万物互联”，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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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重生活、消费转向侧重生产、创造。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可以实现企业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供应链管

理等各环节的智能化，改善企业经营活动的精准性与敏捷性，并改善整个

社会经济循环的质量。而打造产业互联网的核心在于释放现有场景的数据

要素动能，实现产业间数据平台互联，实现消费与生产的协同数字化。将

数据要素同各生产要素结合，以数据流引领技术流、物质流、资金流与人

才流，进而改善生产技术和产品质量，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优

化管理决策，促进行业人才储备。最终，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

将促使全价值链加速数字化，释放数字经济市场新红利。 

第二，以数字技术赋能实体制造业为重点突破口，实现工业经济与数

字经济新业态的“并联式”发展。 

当前，我国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已由规模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

阶段，但创新研发能力不足、劳动力成本增加、生产效率低等问题，严重

制约了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之路。因此，把握“数实融合”发展要着重制

造业数字化转型，同时兼顾平衡产业间发展。 

一方面要加快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做好顶层设计和超前布局规划，培

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型软件企业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重

点突破关键软件和技术，提升关键软件技术创新和供给能力，改变关键核

心技术受制于人的不利局面。另一方面要重视解决中小企业数字化发展的

困难，实现“数实融合”的普惠性，平衡不同产业间的发展。在数字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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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潮下，部分中小企业面临着成本、技术、安全等方面的难题，存在“不

想转”“不敢转”“不会转”的心态。在这个背景下，既需要政府积极的

鼓励与引导，给予变革中的中小企业以活力与信心，也需要针对行业特色

深入研究，提供适度定制化、低成本、高可靠性、高成果转化的数字化方

案。 

 

第三，坚持创新驱动战略，以尖端前沿数字技术创新引领数字经济高

质量发展新方向。 

通过创新驱动，创造新产业、培育新动能、形成新优势，引领和驱动

高质量发展。从“数实融合”的角度来看，创新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起到

关键支撑作用。随着新技术在产业、企业和产品中的植入渗透，新业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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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508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