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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新一轮发力面临多方面重要机遇，中国拥有发展数字经济的突出优势，包括5G的较早部署和较快
落地，巨量的消费者和大规模的产业基础、大数据基础，专业化程度高的生产性服务业，拥有一批有实力、
竞争力及眼光和情怀的好企业。这次疫情中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数字企业的优秀表现，更为疫后时代数字
经济的发展赋能加力。

疫情时代下的数字经济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
本届中央政治局到目前为止一共有19次学习，其中4次

都直接与数字技术、数字经济相关，一次是实施国家大数据

战略和数字中国战略，还有一次是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和趋

势，再有一次是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最近一次是区

块链技术发展现状和趋势。19次中央政治局学习中4次都与

数字技术、数字经济相关，充分表明发展数字技术、数字经

济是中央的一个长期战略考虑。

除了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外，中央多次重要会议、重

要决定都提到了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最早在2018年12

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提出要加快第五代移动通信

（5G）的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

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此后历次政治局会议、防疫期间

中央召开的几次重要会议，都多次提出要加快建设5G、

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

建设。

国务院对此也做出了多次重要的部署，2019年政府工作

报告提到，要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培育新一

代技术产业。2019年5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要把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与制造业技术进步有机结合起来。2020年1月，

国务院常务会议又提出要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出台信息网

络等新型基础设施投资支持政策等。

综上所述，中央对数字经济、数字技术、新一代通信技

术发展的要求是始终如一的，并不是这次面对疫情的应急举

措或临时决策，对这个问题是持续高度重视。

数字技术在防疫抗疫中发挥重要作用
疫情防控中，数字技术在患者诊疗、疫情地图、人群追

踪和分类管理四个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患者诊疗方

面，智能医疗机器人在医院中应用，它可以传送很多物品来

减轻医护人员的工作压力，降低交叉感染的可能性；智能化

医疗影像分析技术提高了速度和诊断的准确率，阿里巴巴、

腾讯、华为这些大的科技平台企业在这方面都做得很好；远

程医疗为专家的远程会诊创造了条件，解决了疫区专家资

源不均匀和安全性的问题。在疫情地图方面，可视化显示

疫情，全球实时动态确诊，在很多城市点开相关应用程序

（App），就能知道当天新确诊病例在哪里、去过哪儿，

非常详细、非常有用。人群追踪方面，你乘坐过哪趟交通工

具，这趟工具上是不是有过确诊和疑似的病例，自己录入进

去就可以查询。分类管理方面，比较典型的是“健康码”，

公众在线申报健康信息以后，可以生成绿色、黄色或红色的

码，来展示个体带病或者疑似以及风险高低，应用人群接近

10亿，是很有效的一个管理办法。

在保障社会运转方面，数字技术在在线教育、餐饮外

卖、零售电商、远程协同办公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线

教育方面，由于疫情导致推迟开学，大中小学都在开始进行

远程授课，特别是钉钉对中小学的教育发挥了非常大的作

用，它支持了各种创新的在线教育模式；餐饮外卖方面，数

字技术为保证老百姓的生活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零售电

商方面，数字技术推动了无接触购物和配送；远程协同办公

方面，复工后科技企业提供的远程办公视频会议，降低了人

群集聚的风险，腾讯会议的用户成倍地增长。

疫情期间，除了保证国内民众正常的生活工作外，我国

企业还向全球展示了数字企业的优秀度和责任感。比如钉

钉被联合国推荐给全球的学生和老师进行远程学习，腾讯

被联合国作为提供远程通信支持的首选平台，这些都表明

了在防疫中，我们的数字企业充分展示了优秀度和对社会

的责任感。

江小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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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增速减缓，新技术拓展新空间
近两年来，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减力的趋势，总体上还在

增长，但增长速度和增长势能有所减缓。具体表现在几个

方面：从市场看，移动互联网用户数和上网时长增长出现了

停滞，用户数与单个用户数的上网时长数相乘就是国民的线

上总时间，对于数字服务企业，这就是市场规模，这两个数

字在最近两年多增长出现了明显减缓，在最近一年多有停滞

的趋势。从供给侧看，互联网新产品的表现总体比较贫乏，

与前些年相比，大家期待许久的自动驾驶、量子计算、3D

（三维）打印、机器人都还没有真正消费级应用的突破。从

企业看，国内外多数互联网企业业绩平平，甚至出现下滑，

在股市表现也不佳，虽然不是所有企业，但总体趋势仍很明

显。数字经济发展减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第四代移动通信

（4G）技术支持下互联网能够支持的产品需求已经充分饱

和，新一轮发展需要新的技术来支撑。

消费互联网是上半场，产业互联网是下半场。互联网巨

头希望进入下半场，但还没见到希望的那种热闹场面，原因

还是目前技术支撑不够。消费互联网与产业互联网连接的内

容性质是很不相同的，产业互联网连接的是一个个不相同的

专业部门，像一道一道的崇山峻岭，每个山头都不一样，每

个行业的特点也不一样。而消费互联网连接的是需求很相似

的消费者，互联网面对消费者平台，它是一马平川，对所有

的消费者都适用。消费互联网主要连接的是信息，产业互联

网连接的是信息加设备的实时状态，就是物联网，需要的通

信能力和计算能力都是不可相比的。

数字产品的革命性创新首先要有一个支撑移动物联网大

规模连接的能力，我们有海量的机器类通信，有很多高密度

分布的传感器，需要大规模实时连接的能力，最典型的是智

慧城市建设。其次通信能力方面要非常低的时间延迟，这样

可以满足很多行业更高标准的要求，比如工业生产线上对机

器操作的精准、远程手术需要的精准度、自动驾驶。从新一

代产业互联网所需要的技术支撑来看，5G的应用前景确实

是激动人心，非常值得期待。

从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新基建概念后，新基

建集中在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和物联网方面，最近

又加上了数据中心建设。从支撑数字经济下半场的角度看，

5G和5G+产业确实具有基础设施的性质。我们有应用5G的

较强能力，全国的5G基站建设规模已经接近16万个，50个

城市已经开启了5G商用。我国人工智能发展很快，大平台

企业在与5G应用相关的领域比较领先，比如人脸识别、智

能语音、智能终端、行业应用这些领域，已经有一些国家级

的开放性创新平台在加紧建设和运作。

我国有巨量的消费者和大规模的产业基础，数字经济需

要的初始投资很多，但扩展用户规模的边际成本非常低，所

以数字经济有非常清晰的规模经济优势。而中国的巨量消费

者能支撑多个巨型平台的存在，可以同时达到规模经济的效

应和竞争效应，还能同时实现多样化，产品迭代非常迅速，

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优势。我们还有很大规模的实体产业，

能够支持产业互联网的发展。因为产业互联网是一个一个领

域在做，如果产业规模不够大，平台的建设费用很高，服务

用户不够多，从商业化运作的角度来讲，就不是一个很好的

商业模式。

数字经济有两种形态，一种是5G产业化，包括5G手

机、5G基站和5G应用中间的一些发展，还有一种应用是产

业+5G，各类产业把5G技术加进去。在5G技术的加持下，

产业+5G发展空间很大，数字消费应用有新的前景，产业互

联网的应用有非常广阔的前景，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融

合有很好的前景，公共服务的应用也有很好的前景。

5G加持下，千亿级消费有望实现商业化
在5G技术的加持下，可以启动更多的数字消费，涌现

大量的新机遇。首先，技术发展支持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双

轮驱动，更多百亿级、千亿级的消费可望实现商业化。其

次，疫情培养了消费者的新消费习惯，现在网络学习、网络

会议、网络医疗、网络办公大家都已经非常适应，相信疫情

过后有很多会议会被网络形态所替代。最后，与疫情之前相

比，政府支持力度非常大。这次疫情其实是一次非设计的广

泛实验，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情景，这种实验是不可能的，不

能想象清华大学全部上网课，也不能想象全国的中小学生用

钉钉来上课。所以在这次疫情中，经过一次非设计新型实验

后，各个层面对创造出新的应用形态接受程度更高，想象空

间更大，数字服务有大量的新机遇。

在非5G的条件下也有远程互动网络教育，但基本是单

向的，老师讲课学生在远途听，很难做到互动交流，特别是

点对点的交流。有5G后，老师可以教，学生可以问，学生

之间可以讨论，而且可以直接对人，这样的教学才有了一种

现场教学的意义。如果教学没有互动的话，那不是我们现

在教育的体现。在5G之后这种“最后一公里”——多点互

动、往返互动的远程教学模式就可以实现。

5G场景下远程医疗的诊断和治疗也可能实现。现在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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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医疗大部分是问诊，医生在网上问症状情况，实际上是

信息的交流。有5G后，可以实时远端诊断，可以给病人做

检查，将来甚至可以远距离做手术，医生在这一端操纵，那

边医疗器械可以在远端来做。当然这需要的东西更多，不仅

仅是拥有通信能力就能够做到的。但是有了这样一个通信能

力，这样一个情景才可以想象出来。

以上列举了一些教育、医疗方面的例子，在5G技术

的加持下，C端（个人用户）的数字经济应用还有很大

的发展空间。

数字技术促进服务业、制造业融合发展
5G或者新一代通信技术后，我们有一个促进服务业、

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问题，这是当前的一个痛点。我国制造业

比重下降较快，所以一直有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分，党中

央国务院也多次讲要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但实际上现代经

济是一个高度融合的经济，有时候很难区分。数字技术的发

展能够提供更多专业生产性服务，能促进制造业更高效的发

展和快速的迭代，还能促进服务业和制造业的融合发展，这

也是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可以期待的一种前景。

现在经常讲服务型制造商和制造型服务商，其实在现代

数字技术下，一定是一个融合的企业。以猪八戒网为例，它

可以给生产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业生产性服务。比如开

办公司时，需要创建、注册、取名、品牌设计、文案、向社

会推介，企业生产时，需要钱、专利、商标、版权、交税，

企业运转时，需要信息技术（IT）系统等很多东西。对于

中小企业，自己做这些服务，一定水平很低，效率也很差，

因为雇不起高水平的专业人才。而猪八戒网利用专业化的人

来提供给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大大小小各种类型的生产性服

务，目前平台总注册用户数达2200万，共享的人才数，即

服务商，有1400多万，雇主企业数1000多万，开店的服务

商有120余万家。已经有10万多个人，由于在平台上各种生

产性服务到位，被孵化成了公司。它为1000多万个买方、

雇主方提供了1000多种生产性服务。

如果不是在一个中国这样的国家，有这么大规模的实体

经济，这样的专业化服务平台不可能达到这样的规模。淘

宝、天猫的客户群是13亿人，猪八戒网这样的生产性服务

企业面对的是我们的整个制造业、农业、实体经济，一定要

巨大规模的实体经济存在、企业存在，这种企业的生产性平

台才能够做到这么大。

数字经济时代，搜索成本、信任成本、匹配成本大大降

低后，企业的组织形态可能会发生大面积的变化。

数字经济发展要发挥市场主导作用
在新一轮数字经济中，市场机制和市场主体要发挥主

导作用。新基建和数字经济具有强大的创新性、创新和迭

代的高速度、脑洞大开的想象力，政府很难事先做出规划

和计划，一定要更加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经过市场拼杀

出来的企业，具有综合能力和眼光，这些企业不少都是世

界级大企业，有足够力量在新一轮数字经济发展中发挥主

导力量。

数字产业和产业数字化已经成为主导产业和新增长点，

万物互联时代必定会是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需要政

府制定中长期发展政策，关注数字产业发展状况；大企业的

技术创新能力强，但应用场景不可控，应当将发展决策交给

市场，政府来提供应用场景；产业组织方面，国内产业优势

来自大市场同时具有的规模效应和竞争效应，因此政府也应

当鼓励形成大型平台与鼓励竞争并重的政策导向；产业互联

网发展需要公共产品的支持，可实行公共机构提供或购买服

务的方式。

除了数字经济发展外，数字技术的治理也是一个突出问

题。面部识别技术在这次疫情防控中发挥了作用，它有很多

好的作用，但面部识别技术也可以被非常不当地使用，需要

一个很好的治理措施，这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情。防疫中对于

数字技术的使用有正向的作用，很多国家都允许临时条款，

国外对个人数据的保护非常严格，但在疫情中大家认为个人

数据应该更加开放地使用，今后要不要常态化，这也是政府

需要及早考虑的一个问题。

总体来看，数字经济新一轮发力面临多方面重要机遇，

我国有发展数字经济的突出优势，我们人口多、国家大、产

业技术好，有一批非常好的企业，在疫情中间又展示了企业

的数字技术能力；数字经济对疫后复苏、吸纳就业、消费迭

代、产业升级、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发展、国际竞争力提升

等都有显著正向影响；数字经济发展市场是基础性力量，政

府和企业要各归其位，所谓其位是数字时代各自的位置，产

生合力，促使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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