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世锦：数字经济的发展需

要继续摸着石头过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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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 | 刘世锦 

 

“不进则退”的局面怎么破？ 

我们在理解数字经济的概念时还要下工夫。数字经济不仅涉及技术问

题，也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它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信息经济后，

由产业革命扩大而形成的一种新经济形态。因此，我们要从经济形态的高

度来理解数字经济以及它所涉及的各种关系。 

如果将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做一个形象的比喻，互联网类似于实体经

济中的高速公路，大数据是高速路上卡车运送的原材料，云计算、云储存

相当于一个仓储设施，而人工智能是用数据生产数据的机器设备。人工智

能、区块链技术在重构经济中的各种联系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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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数字经济在发展中有几大突出功能： 

1．信息密度空前增加。四十多年前，农村一个村里可能只有一部手摇

电话，几千上万村民通过这部电话获取或传递信息，而现在人人都有一部

甚至多部手机且可能 24 小时开机，所以说数字经济使数据的信息密度空前

增加。 

2．信息相互连接。快速发展的电商平台将产品、生产者和消费者联系

在一起。 

3．优化实体经济。数据增加又被连接后可以优化实体经济，比如外卖

小哥的送货路线经过数据优化后变得更加快捷、经济，降低了服务成本。 

4．预测未来。通过总结历史、现在及未来的事物运行规律预测未来，

即便未来一定还会有很多不确定性，但可以预判到更多的规律性走势，特

别是捕捉到大的拐点，这样就可以提前做出优化安排。数字经济预测未来

的作用，我们才刚刚开始利用起来。 

关于数字经济的发展，最近常说的“实体经济的数字化，数字技术的

实体化”，对当下的生产方式产生了巨大冲击。这些年电商发展起来以后，

很多中小实体商店甚至大型百货公司都经营不下去，商场里经常是售货员

比顾客多，电商对实体商店的冲击很大，所以有人说“虚拟经济在冲击实

体经济”。但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历史上几次大的产业革命也带来类似

的事情，比如蒸汽火车出现后就对马车造成巨大冲击，大家也回不去马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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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数字经济降低了生产成本，为消费者提供了

更多选择，增加了社会福利。当这样的巨大变革发生后，整个社会受到全

方位的冲击，包括产业组织形式、就业结构等。 

数字经济时代，平台企业的规模比工业革命时期的企业规模大很多，

而市场份额第一和第二的企业之间差距很大，所以可能存在大企业“赢者

通吃”的垄断风险。“赢者通吃”就会产生不平衡，包括企业组织、市场

秩序、经济、社会甚至政治的不平衡，这将使整个社会的经济、产业和市

场结构面临重整。平台经过算法向消费者推荐商品，消费者购买商品时可

能发现第二次的购买价格比第一次贵，这就是遇到了常说的“杀熟”问题，

消费者会感觉商品价格的不确定性甚至受到“歧视”。还有些平台企业，

凭借资金优势压低价格来挤压竞争对手，而不是通过提升生产效率或经营

方式来参与竞争。还有些借助金融科技的诈骗行为，利用互联网平台搞古

老的“庞氏骗局”欺骗消费者。这些问题涉及平台本身的问题，也与市场

问题甚至社会问题有关。因此，我们需要出台与平台经济发展相匹配的竞

争政策、反垄断政策、就业政策和社会结构调整政策，以应对数字经济对

实体经济带来的全方位冲击和调整。 

数字经济带来这么多问题，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待数字经济？用一句

老话总结——这些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这里有两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这些问题是数字经济发展以后才出现的问题，也意味着

是不发展就不可能出现的问题。如果没有算法推荐和互联网平台，就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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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出现“杀熟”问题。但是能不能不发展数字经济呢？不能，因为不发展

才是更大的问题。 

第二层意思，要对症下药。现在讨论这些问题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

让数字经济在下一步获得更好、更顺畅、更被各方所接受、更具可持续性

的发展，而不是不发展，更不是要倒退。这一点需要明确。 

合理的数字经济监管模式是什么？ 

关于数据确权的问题现在讨论得较多，但目前很难有一个定论，因为

数据确实有一定的特殊性。今天我仅从如何推动问题解决的角度，提几点

想法。 

首先，中国目前正处在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期，

我们必须要利用好这个机遇期。要坚持“用”字当头，把“用”摆在前面，

平衡和处理好数据的产权保护、安全和利用之间的关系，这一条可以作为

各地政府发展数字经济的基本方针来加以明确和坚持，既要重视数据产权

保护不利、数据不安全等问题，也要防止有关利益主体借口数据产权和安

全问题人为限制数据的流通和使用。强调数据保护和数据安全，要抓主要

矛盾，“用”字当头，不能本末倒置。 

其次，在此前提下，目前对数据确权反映最多的两个问题是关于个人

隐私保护和国家信息安全，以及企业的数据增值权益。 

现阶段，我们对有些问题看得还不是很清楚，也不一定能够讲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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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果马上出台一个法律把问题定下来，效果也不一定好。因此，我们

可以从问题导向的角度来看问题。对那些在实践中看得比较准、有共识的

问题，比如个人和机构的隐私、国家安全等重要方面，可以列出一些不能

流通或不能交易的负面清单，以此守住数据的产权保护和安全底线。对那

些暂时还看不太清的问题，我们的胆子、步子可以更大一些，利用隐私计

算等技术放开搞活各类数据流通渠道。 

随着隐私计算等技术发展，我们可以实现数据可用不可见，数据和信

息适度分离。利用隐私计算，可以隐藏身份证上的个人姓名、住址等隐私

信息，提取身份证上某个地区或某类人群的综合性数据或抽象信息，最后

保证个人隐私的同时又增加了数据的可用性。隐私计算技术相当于一个

“黑箱”，这头把涉及隐私信息的数据放进去，另一头出来的是不涉及隐

私的可用数据。 

过去我们想解决很多问题时遇到技术瓶颈，于是不得不制定政策法规，

最后发现效果也不好。如果技术上被突破，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也

是数字经济很重要的特点。比如区块链就在智能合约中发挥重要作用，“合

约”解决的是信任问题，区块链把可能出现的造假都从技术上堵住了。所

以，当经济发展起来后，我们就可以利用技术来解决问题，包括大家目前

觉得最难解决的安全和发展关系问题，因此我们要高度重视数字技术、隐

私计算技术、区块链技术的发展，政府要带头推广这些技术。 

平台监管中还有很多问题暂时说不清楚，因为问题还在发展中，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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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垄断问题。某一平台占的市场份额可能很高，但这个平台上入驻了几十

万企业以及几亿消费者，它是一个交易场所，和传统的大型石油、钢铁企

业已经不是一个概念，因此对平台企业反垄断也和传统企业不一样，需要

继续探索。 

最近有些地方政府已经出台了地方性意见、条例或法规，其中有些侧

重保护消费者隐私和国家数据安全，有些则侧重保护企业数据权益。虽侧

重点不同但各有各的道理，我们不急于下结论，可以让各地监管部门差异

化地去尝试。等尝试一段时间，等数字经济进一步发展，有些问题可以更

加准确地把握时，再出台一些全国性的法律法规，效果也会更好。 

最后，对数字企业的监管需要具备全球眼光。数字经济发展必须坚持

对外开放，特别是着眼于人、发力于人，以开放促竞争，以竞争促创新。

我们要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进程，要能够与国际对话与协同，因为数字

经济是全球化的经济。我们应逐步形成既有中国特色又与国际接轨，既经

过时间验证有效，又能在国际上把道理讲得通的新的管理模式。这是我们

在数字经济监管方面应该努力实现的目标。 

平台企业如何提升自身的治理？ 

如何鼓励地方和企业积极探索数字经济的治理方式，尤其是自身提升

治理水平，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准确的、清晰的答案。关于平台企业的

治理问题，首先是它具有双重性特征。一方面，它作为企业本身规模很大，

所谓“老大比过去更大”，因此针对它可能存在的垄断和不正当竞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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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430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