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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数字经济产业趋势和机遇 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发展
钟瑛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 100009）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

出要“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当前，数字经济正逐渐成为我国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

并为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提供了引导。本文系统梳理

了数字经济的产业趋势与机遇，深度剖析了产业数字化推进过程中面临的困难与瓶颈，并从数据要

素、科技平台、品牌价值、产业生态融合、精准施策等方面，研究提出了推进产业数字化发展的建议，

为数字经济背景下的产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提供了参考和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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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sp the Trend and Opportunity of Digital Economy Industry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Zhong Ying
(CASS The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Beijing 100009, China)

Abstract: The 14th Five-Year Plan for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Long-Range Objectives 
Through the Year 2035 and pointed out the need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massive data and rich application 
scenarios, and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the real economy. At present, digital economy is 
gradually becoming a strategic choice to grasp the new opportunities of a new round of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It can provide guid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pattern of development, a modern economic system and 
a new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the countr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combs the industrial trends and opportunities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deeply analyzes the difficulties and bottlenecks faced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industrial digitization. 
Besides, it puts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suggestions of industrial digitization in the respect of data elemen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latform, brand value, industrial ecological integration and precise policies, which provides reference guid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digitization transform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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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

能等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日新月异，信息

化、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交织演进，网联、

物联、智联迭代发展，全球正在加速进入以

“万物互联、泛在智能”为特点的数字化时代。

2020 年以来，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为世

界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冲击，但数字经济却展

现出了强大的发展韧性。数字科技创新加速

了经济社会形态和运行模式的变革，数字化

浪潮正在重构产业组织形式和产业发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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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深化数字科技在生产、运营、管理和营销

等诸多环节的应用，实现了企业以及产业层面

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持续释放数

字科技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效应。

数字经济正成为传统产业实现质量变革、效率

变革、动力变革的重要抓手，也是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建设、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

能和新引擎。

一、数字经济面临的产业趋势与机遇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

的新经济形态 [1]，是将数据作为重要的生产资

料，并使其在整个经济链条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正在开启一次重大的时

代转型，带动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生产

关系的再造、经济结构的重组、生活方式的巨

变。由此，数字经济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重视。

我国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数字经济已经上

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产业数字化作为实现数

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途径，

是我国新时代背景下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必

由之路和战略抉择。

（一）数据资源正在成为关键生产要素

数据资源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主要体现

在两方面：一是数据资源促进生产组织方式集

约、发展模式转变和产业生态创新。数据流引

领技术流、物质流、资金流、人才流，驱动产

业生产要素的网络化共享、集约化整合、协作

化开发和高效化利用，从而促进生产效率提

高、生产模式转变、经营链条拓展、经营决策

科学和产业生态创新。二是加强数据资产管理

已成为数字化转型企业的共识。随着数据治理

能力的显著增强和数据应用范围的不断拓展，

数据资源已经成为企业核心资产。提高数据资

产价值，开展数据资产运营，持续激发商业模

式创新，不断催生新业态，已成为互联网等新

兴领域促进业务创新增值、提升企业核心价值

的重要驱动力。

（二）数字科技正在变革生产工具

科技平台通过改变企业的设计、生产、

管理和服务方式，推动数据、劳动、技术、资

本、市场等全要素的全面互联和资源配置优

化，促进供应链、创新链、服务链、物流链、

金融链等全产业链上下游的高度协同，实现生

产、流通和消费一体化。首先，科技平台正在

成为企业、行业数字化转型和协同发展的核心

“转换器”。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自建或租用

科技平台方式，打造企业全要素连接的枢纽，

实现企业内部数据采集、汇聚、分析和决策，

加快生产流程优化和商业模式变革。其次，科

技平台能够使信息匹配更加精准、效率更高、

信息互动反馈更快，使企业进一步通过数据融

合共享、技术模块服务、业务场景应用，推动

行业上下游资源整合，打造协同发展生态。

（三）服务业正在成为产业数字化转型

发展的“领头羊”

得益于我国国内强大的消费市场和传统

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发展需求，与制造业和农业

相比，我国服务业数字化转型遥遥领先，主

要表现在：一是电子商务拉动内需强劲有力。

我国电子商务发展规模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

一。二是平台经济促进供需对接精准高效。我

国共享经济已经渗透到餐饮住宿、物流快递、

交通出行、生活服务、教育医疗等多个领域，

生活消费领域“一站式”服务趋势明显。依托

产业数字化转型，京东、阿里巴巴、腾讯、百度、

美团、拼多多等多家企业市值排名进入世界互

联网企业 20 强。

（四）政企协同成为产业数字化转型发

展的重要推手

一是政府带头积极推进一体化数字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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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区、各部门以电

子政务和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为抓手，深入推进

“互联网 + 政务服务”，初步建成了全国一

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 [2]。二是企业数字化转

型发展意愿强烈。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带来了

降本增效的巨大效益，数据显示，企业通过建

设数字化车间或智能工厂，生产效率平均提升

37.6%，能源利用率平均提升 16.1%，运营成

本平均降低 21.2%[3]。为此，华为、中兴、联想、

格力、海尔、宝钢等一大批行业领军企业都纷

纷设立相关研究院，加大数字技术开发投入，

加快推动产业数字化发展。

总而言之，在国家政策推动、数据要素

驱动、产业发展联动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

国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效果初步显现，传统产业

数字化转型升级整体进度正在加快。一方面，

消费互联网不断创新引领服务业率先转型，

正在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

越来越多的互联网企业以及重点行业的龙头

企业通过科技平台建设将各自关于数字化实

践的经验赋能中小微企业，形成对上下游相关

主体的支撑，正在实现从内部数字化到科技平

台赋能的产业链协作。

二、产业数字化转型推进过程中面临的

问题

随着移动互联网和数字科技的快速发展，

一、二、三产业深度数字化转型的窗口已经打

开，各行各业都在快速进入数字化和智能化升

级阶段，涌现出一批以消费升级、服务升级为

特征的产业数字化新业态、新模式，行业龙

头企业顺势转型并引领数字经济发展。然而，

受限于战略认知、数字技术、资金储备等多方

面因素，国内 90% 的中小微企业面临数字化

转型困境。当前，我国产业数字化推进过程中

面临的困难与瓶颈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中小微企业信息化、专业化程度较

低，数字化专业人才短缺，核心数字技术供

给不足，数据采集率低、产业链协同难，难

以依靠自身实力实现数字化转型。目前，我

国中小微企业实施了 ERP 和 CRM 方案的只有

10% 左右，实施了 SCM 的只有 6% 左右，绝

大多数企业的信息化水平仍停留在文字处理、

财务管理等办公自动化阶段，大数据、企业云、

数字化会议等在企业中的普及率仍然不高。

二是目前大多数传统企业面临较大的生

存压力，数字化转型的资金投入力度以及持续

性远远不足。数据显示，我国数字化转型资金

投入超过年销售额 5% 的企业占比仅为 14%，

近七成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资金投入低于年销

售额的 3%，其中 42% 的企业数字化转型资金

投入低于年销售额的 1%。

三是一些企业数字转型思路不清、意志

不坚定，未从企业发展战略的高度出发进行谋

划。有的企业认为只要买硬件、上系统就会取

得立竿见影的成效，短期内看不到经营效益的

提升就轻言放弃，从而导致转型失败；有的企

业由于缺乏对数字化战略的系统性思考，往往

仅进行局部数字化改造，难以发挥整体效应。

此外，目前市场上提供的数字化平台多是通用

型解决方案，无法满足企业、行业的个性化需

求。

四是一般传统企业层级复杂、多重领导

和反应迟缓的组织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数字化

时代。数字化时代要求更快的信息交互，缩短

数据生产、流通、加工等周期。数字化转型

是基于小型化、自主化、灵活化的决策单元，

构建扁平化、平台化的新型组织架构。而传统

企业的多层级组织模式人为割裂数据的生产、

流通、加工，势必造成数据流通不畅。而且

多数企业没有强有力的制度设计和组织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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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之间数字化转型的职责和权利不清晰，也

缺乏与之配套的考核和制度激励。

三、产业数字化转型推进发展建议

数字经济快速崛起与经济增速下行相叠

加，使传统产业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但

与此同时，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

核心的数字科技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新机遇。产业数字化

推进过程中，应以科技为基础，以数据为要素，

以价值为中心，以共建为理念，坚持“融合 +

创新”一体化推进思路，加速构建线上线下无

界融合全新产业生态体系，切实推动科技与实

体产业深度融合。

（一）着力强化数据要素驱动

企业实现产品数据与个人数据的精准匹

配，让全产业链从设计研发、生产制造到终端

销售各环节以一种透明化、可视化、灵活化的

方式运行，最终实现产业生产能力与消费端需

求联动，从而最大限度地提升企业生产效率，

实现产业全链条效能提升。同时，对数据资

源价值的挖掘利用势必催生更多新商业模式，

这在助力产业全面升级的同时，能够更好地满

足终端需求。

（二）着力强化科技平台支撑

一是推动科技平台成为产业要素资源的

连接器。科技平台的插件化解决方案为破解中

小微企业产业数字化转型成本高、产业链数据

资源获取难度大等难题提供了有效解决路径，

帮助企业实现企业与外部用户需求、创新资

源、生产能力的对接。二是推动科技平台成为

提升企业数字合力的加速器。将行业数字化平

台从单个企业自我建设向行业共同建设转变，

通过数字技术整合产品和服务提供者，并促成

行业企业间交易协作和适度竞争，加速形成企

业数字合力并共同创造价值。三是推动科技平

台成为培育新兴产业组织的孵化器。以科技平

台为依托，探索创新，形成基于数据、专利知

识等无形资产的虚拟产业园区、虚拟产业集群

等新产业载体，切实发挥这些产业载体集聚融

合产业链上下游资源要素的优势作用。

（三）着力强化品牌价值赋能

品牌价值作为企业的隐性资产，在终端

消费引流方面有着独特价值和作用。由此，第

一，企业应利用不断更新换代的数字科技让传

统品牌价值释放新能量、新价值。通过品牌叠

加形成新的品牌资产，打造新口碑效应，实现

产业价值增值。第二，企业应着力推动品牌价

值线上线下转移融合。通过自我颠覆式全系统

重组完成品牌再造与重塑，将原有品牌效应转

移到新的产业生态体系中。传统产业的知名企

业应将长期积累的行业口碑与影响力、品牌认

知与忠诚度移植渗透到线上，完成线上线下生

产资源充分融合；数字科技领域巨头或独角兽

企业应借助先进技术及独特运营模式等优势

拓展业务范围、延伸产业链条，形成新的品牌

资产，带来新的品牌效应。

（四）着力强化产业生态融合共生

融合是数字经济的核心本质，当今时代

不断涌现的数字经济新模式、新业态，使产业

组织关系发生根本性变革，由传统的线性竞争

向生态共赢转变。产业生产的基本单位不再是

企业，而是企业之间以用户价值为出发点建立

合作关系而形成的数字化生态及平台。由此，

一是应加速传统企业与数字科技企业跨界融

合，实现共生共赢。数字科技快速发展使传统

产业边界模糊与脆弱化，产业进入壁垒大幅降

低，跨界融合需求持续增加。二是应着力构建

线上线下融合共生的全新产业生态体系。全新

产业生态体系趋向于线上线下不同经济主体

间的共生共建，通过数字化连接建立起线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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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无缝衔接的商业生态，基于各种平台业务数

据实时共享提高产业链不同环节的响应速度，

在催生新商业模式的同时，为优化产业结构提

供良好的生态环境。

（五）着力强化政府精准施策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其发

展模式与发展需求等均与传统经济有着显著

区别。这就要求政府创新思维模式，形成能够

契合数字经济发展的创新政策体系，提供强有

力的政策支持、环境支持和措施支持。加快创

新政策服务体系，为产业数字化提供宽松自由

的发展环境。数字经济正在由起步阶段步入深

化阶段，政府在政策措施制定及服务方面也应

该向“精准滴灌”。政府通过为传统企业与新

兴科技企业搭建线上线下于一体的信息共享

平台，帮助本地企业解决数字化转型中信息不

对称带来的问题。同时，为了实现数据精准撮

合对接，政府应加大产业数据开放力度，与数

字科技企业合作，利用多维度产业政务数据，

精准了解产业发展痛点，进而为产业转型提供

招商精准对接、资金精准对接、企业精准对接，

以此提升政策服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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