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松散联结到实体嵌入，数

实融合要在一体化上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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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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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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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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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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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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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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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在企业资源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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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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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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的现象。主要原因是由于传统企业和数字技术对融合认知存在着偏差。

从发展的结构来看,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程度在三次产业中呈现出逆向

渗透的特征，工业和农业的数字化转型、尤其是数字化理念上有待进一步

深化。 

当然，现阶段数实融合仍是个动态、渐进的过程。盲目的一蹴而就想

法，无疑是欠妥的，但前瞻性思维又是必不可少。只有以一体化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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