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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系列利好政策推动下，一大批令人眼前一亮的新技术、新应用，不

仅展现着数字经济发展的气象万千，也折射出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

质生活的努力方向。 

数字经济是以用户需求端为基本导向 

从经济发展的历史规律看，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需要高瞻远

瞩、统揽全局，在战略上对数字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趋势和方向作出总体预

判，这对我国而言首先需要清醒认识两个基本问题。 

其一是数字经济的本质特征。大数据具有 6V 特征，即海量(Volume)、

快速 (Velocity)、多样性(Variety)、真实性(Veracity)、可见性(Visibility)

和价值(Value)。在这一基础上，数字经济虽被赋予了开放和赋能的特征，

但不同于传统生产要素，作为生产要素的数据是经过数字化、智能化后的

数据，而不是像土地及劳动力那样可直接投入生产领域。那么发挥数据“经

济化”的关键就在于一个国家数字化处理能力、国民数字素质以及数据开

放和共享的程度。 

其二是数字经济的基本导向，不同于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数字经济

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数字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方式获得的信息可发

现潜在的、不可见的需求，进而创造新的需求，即数字经济是以用户需求

端为基本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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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数据方面具有天然的规模优势 

在此基础上，需要抓准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

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良好机遇，做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这篇大文章。 

一方面，抓住数字经济的本质特征，利用数据大国优势将“数据优势”

转化为“经济优势”，在国际新一轮经济分工中赢得更多主动的策略选择。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全球经济分工调整的核心动

力主要源自数字技术的进步。我国作为人口大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

数据方面具有天然的规模优势。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我国 2019 年固定宽带用户达 4.5 亿，约占世界

总规模的 40%；这一规模超过了 OECD 成员国之和。同期，美国为 1.14

亿户，欧盟为 1.58 亿户。国际数据中心（IDC）2019 年白皮书发布的数

据预测，我国数据圈占全球的比重将由 2018 年的 23.4%增长至 27.8%，

成为全球最大的数据圈。 

但目前数据的增值潜力还未有效发挥，在数字化中寻找和培育中国新

的发展优势，尤其是在传统贸易方式向数字化转型、服务和货物等贸易对

象向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挖掘数据的经济价值，将有助于我国在全球数

字经济分工体系中发挥主导作用，为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拓宽足够的生存

空间。 

另一方面，把握数字经济的需求导向，不断满足居民消费多元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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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为国内经济大循环释放新动

力。从我国经验看，数字经济的主要贡献点本就在消费业。数字经济的发

展使得平台经济成为重要的经济组织模式，不仅线上消费保持高速增长、

移动消费也成为了主流消费渠道。 

更重要的是，在数字技术推动下，跨界融合成为新常态。通过数据分

析及智能化手段使得经济由传统向现代视角的转变，促使由传统所关注的

产品生产向产品的使用及服务延伸。即数字经济不仅根据用户偏好，为消

费者提供精准化推荐，还可以开拓新的商业模式和领域。在这种循环下，

消费者的需求被随时地反馈和共享到平台上，从而影响各个生产环节。那

么消费者不将只是生产活动的终点，而是参与到各个生产环节中，消费潜

力可得到进一步释放。 

数字经济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注入了不竭动力，“双循环”新发

展格局也为数字经济提供了发展契机。然而，我们也要清醒的认识到，数

字经济发展的过程一定伴随着新的安全过程，数字风险的复杂性决定了应

对风险的难度更高，对风险的管理也会涉及多个国家、领域和部门。 

因此，数字经济稳步向前不能忽视发展和安全之间的关系，在追求数

字经济“快”的同时，更要保“稳”。在实践中，不仅应加强与其他国家

合作制定数字经济新规则，在数据资源保护和数字经济监管方面，也可先

“模仿式跟进”，在发展中逐步探索总结适合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中国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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