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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张宁 

党的二十大报告“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

步明确指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当前，数字经济经过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不同程度的锻造和

重塑，正在形成自己的独有模式、特定方向和价值。 

 

数字经济是对传统经济学的变革，其表现形式体现为数字成为基本要

素和资源，相关数字经济的分析和探讨常常基于传统经济学的资源优化和

要素分析，但这很难真正把握数字经济的核心。本文将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一方面说明数字经济已经超过了传统经济学研究的范围，另外一方面则阐

述数字经济的核心模式其实是知识经济。 

经济学是研究有限资源优化配置的学科，标准的定义是“经济学研究

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他们在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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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之间进行分配。”  它的核心思想是物质稀缺性和有效利用资源，经

济学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不同的范式，构成了不同流派，如古典经济学、演

化经济学等；经济学也在发展中不断调整假设（如理性人假设）并与其他

学科交融形成了许多崭新的经济学分支，例如行为经济学、物理经济学、

神经经济学等。 

总体而言，这些流派和发展并没有改变经济学最核心的思想，即“资

源稀缺性”。它本质上决定了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资源假设情况，研究

范式、模型和方法最终为这个最大的假设服务。这种假设在人类社会发展

过程中是合理的，有限资源的限制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人类社会演化的源动

力，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人类自身的进化。 

但资源假设有它的局限，即当资源结构发生变化，经济发展中的资源

组成发生变化，其假设可能不存在，这种情形在信息技术、互联网驱动下

的社会经济形态中逐渐出现，并在许多地方呈现出它独有的特点，这些特

点可以总结为这样三条： 

第一， 数字成为经济中的重要资源； 

第二， 数据成为经济中的核心资源； 

第三， 数据成为经济中的资源表达； 

在当前的经济学框架下，研究“数据成为资源”的经济问题或者社会

现象也有许多结果，但其本质上并不是改变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假设“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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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而是将基本假设“有限资源”下形成的经验、范式和方法用于“数

据成为资源”新的场景，认同数据这种资源与其他资源并没有本质的不同。

但实际上，数据这种资源与其他资源有“质”的不同，这种不同改变了经

济学的基本假设，即：数据是一种指数增长的资源（底数大于 1），而指数

增长的资源近乎是无限的，即给定的任何值都可以在对数时间内超越。 

这种指数增长的资源是近乎无限的，传统经济学对于无限资源并没有

积累充分的经验，这是当前数字经济发展中出现一些偏离的本质原因。这

意味着数字经济的模式与传统经济模式有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并不只是

体现在数据成为基础资源，而更大的不同体现在数据这种资源的特殊性上，

即无限，即无限资源的模式。 

无限资源模式决定了数字经济的方向是新的知识经济。这是数字经济

发展的过程决定的，即：互联网经济阶段、数字经济阶段以及知识经济阶

段。 

互联网经济阶段，数据成为重要资源，此时的基本问题为：数据资源

的价值评价，数据资源与其他资源的相互作用，数据资源价值形成方式与

其他资源的异同。此时知识作为数据资源价值方式逐渐被引入到研究范式

中。 以金融行业为例，此时数据资源与其他资源的作用方式体现为算法关

联、组织关联和因果挂链，对应地形成了图分析、复杂网络分析以及可解

释性工具。一种最简单的分析思路就是给出不同链接位置的影响力（即权

重）的大小，由此价值形成的路径和因素得以确认，并可以被应用，以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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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其他场景下的市场主体获得价值。 

数字经济阶段，数据成为核心资源，此时的基本问题为： 数据衍生价

值的度量，数据资源的生产（价值）模式，数据资源经济价值的标准化，

数据价值影响因素、优化模式以及路径等。此时知识作为一个显性因素进

入到研究范式中，相关的基本问题实际上是知识作为显性因素的不同特征

的体现。以金融行业为例，此时数据资源成为金融机构的核心生产要素，

金融机构的价值，即不同程度减少不确定性的所有业务都依赖于数据资源，

甚至数据成为唯一的依赖资源，此时用数据减少不同维度的不确定性从而

重塑金融行业价值创造模式就是主要的问题，也是当前阶段金融行业发展

的必然方向。 

知识经济阶段， 数据成为资源的表示，此时数字时空已经形成，相关

的基本问题拓展到不同的时空中，基本问题从而变为： 资源的数据表示方

式，如区块链就是一种表示方式；资源的数据表示价值；资源-数据-价值

的关系分析；价值生产模式和价值路径趋势等。此时知识是直接的研究的

对象，数据作为资源的表示已经成为高阶的知识，所以上述问题实际上是

知识的经济价值和方式的探索，只是这种探索是在不同时空以及时空关联

中，例如数字时空，社会时空或者数字时空与社会时空的价值关联。未来

的经济模式都将收到这些基本问题的影响，并逐渐发展成对应的生产模式。

同样以金融行业为例，未来金融行业将同时运作在社会时空和数字时空以

及它们的价值关联中，上述问题都会在未来金融行业中有所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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