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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实融合要把握两个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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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实融合第三次浪潮是当前发展的新趋势，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核心战略之一。从新技术快速发展之后所引发的经济形态、社会形

态、智力形态重大调整的视角来看，在数实融合第三次浪潮中有两个

最关键的问题：一是如何建立新的利益协调机制。如果一个社会没有

形成很好的激励相容的内在利益协调机制，新的经济形态、新的发展

动力、新的生产力就无法进一步传播、扩散、深化。我们需要重点关

注的是，新旧产业交替过程中不同要素所有者之间、不同产业形态之

间的利益协调问题，协调好要素替代、产业转化、组织变革中的利益

关系，做好制度创新，形成新的有效协调机制。二是构建怎样的动力

体系。我们要构建组织创新、技术创新、业态和产业创新、可持续发

展的市场主导型动力体系，从原来的政府主导型全面转向市场主导型

的数实融合模式。只有处理好这两个问题，我们才能够在第三次浪潮

中拔得头筹，在大国竞争中取得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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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实融合第三次浪潮的提出恰逢其时

数实融合第三次浪潮是当前发展的新趋势，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核心战略之一。数实融合的本质是数字化向非数字实体经济的应用、

渗透和重塑，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最可能路径，能够化渐进性量

变为飞跃性质变。

目前，还有许多人对数实融合第三次浪潮的发展前景存在疑问，

比如：未来的第三次浪潮与前两次是否存在本质区别？数字经济与实

体经济的融合，是否意味着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并不是一个整体？在

目前的新发展格局中，如何利用数实融合打造新的产业链、供应链、

技术链、创新点，从而在新一轮发展中形成与大国竞争的新战略优

势？这些问题都很重要，但并不是关键所在。

如果从人类历史的角度，尤其是从新技术快速发展后所引发的经

济形态、社会形态、智力形态重大调整的视角来看，数实融合第三次

浪潮中有两个最关键的问题：一是如何建立新的利益协调机制，二是

构建怎样的动力体系。

二、在社会迎接新技术浪潮的过程中，必须形成激励相

容的内在利益协调机制

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形成很好的激励相容的内在利益协调机制，新

的经济形态、新的发展动力、新的生产力就无法进一步传播、扩散、

深化。因此在新技术浪潮来临之际，如何在要素替代、产业转型、组

织变革中进行利益协调，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将数字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凸显和独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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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它在生产系统的边际作用得到全面提升。未来，数字会成为人类生

产边际贡献最大的要素，成为社会组织变化的最核心力量。在生产体

系与社会体系中，劳动、资本、管理、组织以及数字这一系列要素之

间的组合关系，会发生革命性变化。这个变化在技术层面表现为一些

技术特性，如 IT技术、网络技术、智能技术的变化，进而使生产组

合关系、社会组合关系发生变化。

数字作为新生产要素，融入社会生产的各个环节，不仅是一场技

术变革，也必然会通过影响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分配结果，引发分配格

局的变革，因此处理好数实融合过程中的利益关系至关重要。在数字

要素的边际贡献提高的同时，被它所替代的要素的边际收益会急剧下

降，甚至消失。在转型过程中，要想促进技术进步，必须要搭建能够

协调新要素与传统要素所有者之间利益关系的体系，让创新者享受创

新的红利，让利益受损者得到适当的补偿，这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可

持续发展的核心要点。

在数实融合过程中，技术战略和数字经济产业战略的制定，可以

参考平台经济的发展经验。技术发展催生了平台经济，使得网上交易

大幅度增长，线下交易大幅度下降，一度出现实体店的“倒闭潮”。

但社会进步的浪潮难以阻挡，我们没有因实体店的倒闭而限制平台经

济发展，而是着眼于如何协调好利益受损者的关系。随着平台经济的

进一步发展，一些业态、生产场景、消费场景、配送场景相继出现，

诞生了很多如快递业、外卖业等新的行业以及相应的就业机会，不仅

弥补了实体店消失时所产生的社会损失，还使得社会经济形态得到了

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支撑和经济支撑。



3

中国在过去 20年之所以能够出现“互联网+平台”这样的数实融

合成功案例，不仅是由于政府一贯以来的鼓励创新，更重要的是国家

采取了大量的就业政策和社会平衡政策来缓解新业态、新技术所带来

的社会冲击。

在数实融合第三次浪潮——也就是智能化过程中，智能技术会对

经济形态、社会形态、伦理体系形成比网络技术更大、更激烈的冲击。

我们需要重点关注新旧产业交替过程中不同要素所有者之间、不同产

业形态之间的利益协调问题，协调好要素替代、产业转化、组织变革

中的利益关系，做好制度创新，形成新的有效协调机制。

三、数实融合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动力问题，要构建以

市场为主导的动力体系

我们要构建组织创新、技术创新、业态和产业创新、可持续发展

的市场主导型动力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在数字技术，特别是

数字核心技术的创新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建立了以举国体系为核心

的国家科技自立自强体系，同时也全面加强了以企业为主体、大市场

孕育大创新的市场创新型的体系。政府、市场“两条腿走路”，让我

们在整个数字技术新一轮的竞争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构建市场主导的动力体系，首先需要组织创新，企业主体、社会

主体、政府主体，在智能转换过程中要形成可持续的利益绑定。从经

济的角度来看，组织创新的关键是不同产业、不同规模的企业都要各

自构建出新的利润形成体系。目前，很多头部企业在数实融合推进的

过程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能够弥补在要素替代、组织替代中的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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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但是中小企业作为经济中最核心、最活跃的细胞，在转型过程

中还面临着数字鸿沟和成本阻碍。国家的产业政策、技术创新政策，

对于少数头部企业的扶持是可获取、可持续的，但是如果想向下层进

行全面的深入，就需要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进一步融合。

构建市场主导的动力体系，要解决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能不能

打造好数实融合的微观基础和市场基础，是数实融合在传统产业、在

中小企业层面全面推进的关键，也是未来经济业态竞争的重点。未来

的数实融合战略要在持续推进国家全面产业布局、核心技术产业扶持

等政策的同时，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让微观主体获得可持续的利润。

总之，在讨论数实融合相关的各种技术性问题时，一定要从更为

广阔的视角——从全球竞争、从历史的维度、从整个经济可持续发展

的角度出发，关注两个核心问题：一是要素替代、组织替代、产业替

代的过程中，未来大变化所产生的利益冲突、利益协调问题；二是要

从原来的政府主导型，全面转向市场主导型的数实融合模式。这样我

们才能够在第三次浪潮中拔得头筹，在大国竞争中取得一席之地。

供稿：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所有权利保留。任何机

构或个人使用此文稿时，应当获得作者同意。如果您想了解人大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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