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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受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影响，2020年世界

经济衰退明显，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循环受阻，金融

市场大幅动荡，国际投资贸易严重萎缩，经济全球

化遭遇波折，多边主义受到冲击。面对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循环受阻，以及可能引致的断链风险，中国积

极倡导全球经济多边合作，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速构建以国内大

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双循环”的提出，是党中央面对全球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进入新发展阶段深化改革以及经济转

型形势下，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构建“双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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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一招，是要通过科技创新，特别

是数字技术创新，完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畅

通国内大循环，释放内需潜力。同时，充分利用国

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

开放，培育中国参与全球合作竞争新优势，稳定国

内经济社会发展，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韧性。

二、数字经济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动力

数字经济有着广泛的范围。数字经济不仅仅包

括半导体等数字硬件支撑的制造业，也包括其他产

业特别是第三产业的数字化。与此同时，数字经济

逐步渗透到居民的日常消费习惯当中，方便居民生

活的同时也改变了居民的消费方式，同时提升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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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新业态的形成。据统计公报

显示，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已经排名世界第二，数字

经济占中国2019年GDP的30%，通过数字平台售出商

品85239亿元，比上年增长19.5%，占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的比重为20.7%，比上年增长3.2%①。

全球数字经济规模也在不断增强。据测算，全

球47个国家的数字经济数据显示，2019年世界数字

经济较上年增长了1.6万亿美元，数字经济规模已经

达到31.8万亿美元，平均名义增速为5.4%，高于同期

全球GDP名义增速3.1个百分点，在全球经济增速放

缓的形势下，数字经济逆势高速增长，成为驱动经

济发展的关键主导力量，而各产业的数字化在其中

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进一步，收入水平较高的发

达国家，产业数字化占比要高于发展中国家，数字

经济在第三产业的渗透不断增加，服务业渗透率在

三大产业中最高，达到39.4%，比上年提升1.5个百分

点。

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需要积极转变发展方

式。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可以借助数字经

济打通影响循环的堵点和梗阻，使供给侧更好地适

配需求侧。面临严峻的国内外发展形势，数字经济

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注入新动力，促进中国经

济的可持续发展，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能。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拥有巨大潜力。伴随着数

字优先战略向供给侧的深化，产业升级日益成为数

字化发展的核心引擎。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能够提

高经济运行效率，激发增长潜能，而且可以打通交

易和流通环节的堵点，减少交易成本，释放内需市

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主要动力。研究显示，数

字产业是数字中国四大板块中增速最快的，2017—

2019年间的复合增长率为133.5%，对数字中国总指

数②增长的贡献度高达七成。数字经济特有的平台化

和普惠化的属性，通过创造需求，拉动消费，使良

性循环得以不断进行。同时，其特有的区块链、大数

据、数字货币等数字技术的应用，使数字经济在平台

层面的层级结构创新和数字化创新，深入“双循环”

的各个环节，从细微环节提升“双循环”相互促进，

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动力。

三、数字经济赋能“双循环”的机理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未来要建成信

息化、数字化、城镇化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同时明

确区域协调发展和减税降费等大战略问题，使得数

字经济成为提升人民收入水平的融合驱动力。

（一）释放国内消费需求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

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离不

开数字经济的发展。

一是数字经济激活了巨大的消费市场。目前国

内循环的市场活力主要来自4亿中等收入消费者，

这也成为国内大循环的市场需求主体。2020年3月

13日，国家发改委等23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促

进消费扩容提质 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意

见》，其中就包括了数字消费券的发放。数字消费

券是一种新的生产函数，融合了数据、算法、算力

（平台驱动的“三驾马车”）等数字新要素，促进

市场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同时提高附加消费，扩大国

内消费支出规模。数字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促进企

业加大数字化生产和投资的规模，另一方面通过数

字消费拉动需求。

二是数字经济打造居民消费多元化。数字经济

时代的来临，使得传统产业中可数字化的产品和服

务逐步实现数字化转型，提高产品和技术的科技含

量和“附加值”。就目前数字经济在我国的发展来

看，现代服务业与数字化融合较快。此外，传统数

字消费的主要对象是电器和电子产品等实体产品，

随着数字技术的进一步优化，数字消费渠道将不断

拓宽，除了居民日常网络购物之外，汽车等高价值

耐用消费品也成为数字消费的一部分。同时奢侈品

消费出现了网络零售的现象，这很大程度是奢侈品

价格下降及数字经济的普及所致，服务领域成为数

字消费的重点，我国居民数字消费范围逐步扩大。

三是数字经济催生新产业新业态创造需求。数

字经济的崛起，孕育了数字技术的创新和产业数字

化的革命，数字经济在引领产业深度融合与发展的

同时，催生了许多新业态和商业模式，从而创造更

多需求，为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增添了活力。通过

5G等新基建的发展，中国5G用户量达到了1.6亿，

而9亿网民催生的支付和电商平台的流量数据，以及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20年2月28日，http: // www. stats. gov. cn/tjsj/xfb/202002/t20200228_ 
1728913. html.

② 由腾讯研究院测度的数字中国总指数，主要包括：数字产业指
数、数字政务指数、数字文化指数和数字生活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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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数据的使用、清洗、储存、挖掘和保护等多种

新经济业态和商业模式，进一步创造需求，拉动消

费，从而促进国内经济的良性循环。

（二）打通循环障碍和堵点

数字经济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地消除

经济循环中的结构性梗阻、供需错配以及数字信息

配置不完备等问题，促进供需关系的良性循环。数

字技术的提升和应用，可以解决供给侧改革中许多

无法落地的问题，如金融政策通过数字技术更加快

速的发展，产业链通过数字经济的延伸更加广泛，

各个要素通过算力和算法的提升互联互通等，使得

要素市场的资源优化配置，畅通流转，进一步降低

政府的干预，使微观经济体释放活力形成开放、合

作与竞争相统一的现代化市场体系。

实现各种要素的互联互通，需要通过提供算

力、解决算法以及强大数据的支撑。通过数字经济

实现任何人、人和物，以及物和物的互联互通，最

终实现效率的提升、成本的降低、盈利和收入的增

长、空间的创造。数字经济成为全方位的系统集成

者，运用软件的能力整合一切硬件的关系，让各种

要素、各种硬件互动更有效率。当前没有哪一种业

态能够像数字经济一样，如此有效地打通和链接所

有要素。数字化产业链通过聚合产业链上多环节、

多种类企业和多种生产要素，为各方提供交互机

会，提升产业链、创新链的安全性。因此，数字经

济发展中任何点和链的断裂都不影响全网畅通。如

我国原有的产业链受疫情等灾害影响断裂时，工业

化平台可以快速补链、接链。

数字经济除了产生巨大的市场效应外，还具有

产业链颠覆功能。数字经济与城市结合发展成为智

慧城市，与金融结合发展为科技金融和智慧金融，

与工厂结合即为“工业制造4.0”。数字经济颠覆功

能产生的产业链，对社会的带动效应是传统基建不

可比拟的。

数字经济带来生产组织方式的重大变革。当数

字化平台赋能到传统的工业产业，通过智慧工业互

联网，可以将工业产业销售体系原有200多万亿元销

售额增加值再提升10%。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

技术经济研究所近日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测

算与“十四五”展望研究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

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为170293.4亿元，名义和实际增

长率分别为13.1%和11.3%，在同期GDP中的占比达

17.2%。其中“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部

分规模相当，分别为84060.3亿元和86233.2亿元。今

后，数字经济赋能在物联网经济上的产业互联网和

工业互联网推动的市场空间将更加巨大。

（三）畅通国际循环的重要手段

数字经济展现的韧性，远程办公、线上诊疗、

线上教育、跨境电商等数字化产业的发展，使得我

国能积极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和冲击，将

因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循环不畅带来的负面影响降至

低点。依托市场优势和产业链优势，借助全球科技

强国的操作系统、芯片等关键零部件，我国数字经

济的发展通过自我创新实现“局部引领”。与此同

时，通过数字经济进一步推动产业“线上化”，从

而互相联接、相互补充、共同发展，惠及全世界。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全球生产关系、社

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发生着根本性变化。5G技术、大

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跨国公司也

不断增加，数字技术的普及使得全球社会分工更加

灵活，不断改变着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中国以其庞

大的人口和经济体量，在数字经济发展中具有无可替

代的规模和市场优势，同时具有独特技术代际跨越，

数字经济的发展在促进全球生产力加速变革的同时，

也为中国体制机制增加了更多的创新空间。

数字技术可以引导国际循环产业链升级。传

统的外需主导经济使得国内产业链基础脆弱，国内

技术创新和品牌创新受到作为代工厂的限制，出现

了许多“卡脖子”难题，国内现代化产业链亟待完

善和发展。数字化转型可以提高国内自动化生产水

平，降本增效的同时保证生产安全，为数字经济发

展提供需求支持，通过进口设备和技术升级传统产

业链。数字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使得产品、服务、研

发均实现全球分工。新能源、人工智能、3D打印等

技术的进步，使传统全球化分工的必要性减弱。全

球创新链的延展和扩大，以及我国在科技尤其是数

字经济方面的“局部引领”，使得我国有更多机会

获得全球创新分工利益，提高应对产业链供应链断

链、保持技术供给的能力，在全球经济治理中享有

更多的话语权。

四、通过数字经济为“双循环”更好赋能

随着科技的不断革新与我国数字经济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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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数字经济通过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提高

生产效率、实现要素共享、变革生产方式，不断提

升全要素生产率，畅通国内经济循环；另一方面，

数字经济的发展，带动新基建的发展和创新科技的

研发，以国际循环弥补国内短板，促进全球产业深

度融合，扩大国际贸易中高端供应链，促进国际循

环良性运转。

（一）以新基建为突破口，加快实体经济数字

化转型

新基建作为国内经济发展新动能，推动数字经

济发展，强化国内大循环基础，同时，5G基站等新

基建的发展，也将为中国经济体系注入生态保护、

科技创新、消费升级的新动能。新基建是数字经济

的基础保障，也是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新基建可

以推动传统产业朝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转

型升级。基于这一特点，新基建对国内大循环产生

直接促进作用，带动上下游产业发展，使电子信息

设备制造业、信息传输服务业、软件信息技术服务

业等行业受益。

首先，数字平台的建设助力乡村振兴战略，提

升农业电商平台交易效率，扩大农副产品数据平台

建设，推动三农数据资源共享、产业联动和业务协

同等，加快农业生产以及农产品经营和服务的数字

化转型。其次，新基建逐步补足工业制造业智能化

转型的短板，基于数字平台工业体系实现跨区域、

跨企业、跨系统的协同制造，推动产品生命周期有

效管理。再次，数字经济支持大型企业搭建、中小

型企业联网的产业联动平台建设，通过大型企业搭

建数字平台使得产业形成平台联动，通过获得数字

平台服务降低企业成本，提升企业数字化管理水

平，形成行业智能化网络。复次，加快产业数字化

融合，新基建通过物联网、数字空间、数据处理过

程等促进数据融合，同时在线平台业务丰富教育资

源、提升服务业效率、打造具有影响力的重点细分行

业数字平台，推动国内外各产业数字化融合发展。

（二）以数字技术为着力点，增强“双循环”

内生发展动力

数字经济的发展，印证了“数字鸿沟”的存

在。数字经济的非竞争性、规模效应、网络效应、

范围经济，以及高度依赖人力资本的特征，使得数

字经济资本投入面临高风险，也会使得某一领域的

市场份额更加迅速地朝优胜者集中。数字经济时代

的创新，包括原始创新和技术转化的创新。原始创

新被称作是“0到1”的过程。目前，我国核心、基

础、高科技（简称“核高基”）的原始创新仅为研

发总投入的5%，而大多数G20国家核高基的创新投

入平均为国家研发总投入的20%。因此，在原始创新

方面，我国需要集中力量办大事。另一方面，科技

转化的创新过程被称作是“1到100”。科技成果转

换为市场中的产品，即创新生产力的转换，需要两

个环节——支持成果转化的政策支持以及可操作的

生产线。目前，我国在基础研究环节还比较薄弱，

因此，需要进一步提升核心技术的研发创新能力，

通过数字经济推动科技方面的“局部引领”，实现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的目标，进一步

扩大我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的影响力。

首先，需要围绕国家支柱性产业，通过产学研

相结合，推动人工智能、5G、大数据、区块链和云

计算等新一代数字技术深度对接，将重点放在数字

技术的应用创新上。其次，关键技术的开发和应用

需要匹配数字经济发展的速度，尤其是智能控制和

测量等具有共性的先进技术需要着力开发。再次，

加快数字辅助类软件和“卡脖子”关键零部件的突

破，加快研制具有智能感知、决策与执行的高端数

控机床、三维建模与数据驱动数值分析软件以及高

性能物流仓储设备等，从重点技术着手增加内循环

发展动力，减少对外技术的依赖度，以良好的自主

创新能力畅通国内国际循环。

（三）以消费升级为引擎，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

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与数字经济的发展息息相

关，数字经济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为国内庞大的

消费升级与产业结构转型提供重要支撑。消费升级

需要抓住科技革命的机会，推动经济质量和效率变

革，利用好数字经济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实

现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为建设现代化

经济体系提供动力。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数

字经济解决全国24.6%的就业人口，为1.91亿人提

供了岗位需求。数字经济使得生产空间和时间的障

碍逐渐减少，生产要素流动性不断增加，同时也进

一步延伸全球产业链范围，助推形成数字化、自动

化、协同化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消费升级成为社会

再生产的驱动力，重构与扩大优质供给端，赋能数

字消费市场，最终形成完整的内需体系，释放“双

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数字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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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链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为纽带，促进

国内国际更好循环

“ 双 循 环 ” 不 是 “ 一 厢 情 愿 ” 的 “ 闭 门 造

车”，需要以数字经济为纽带，提升“中国制造”

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灵活性和生产效率，变“中国制

造”为“中国智造”“中国创造”，激发国际市场

潜能，以外汇储备为基础，释放国内就业压力与产

能过剩，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国内土地、石油等生产要素依旧很难和国内巨

大的经济体量相匹配，需要通过数字技术弥补国内

生产要素不匹配的短板，使得经济要素与国内市场

更加匹配和高效。国内许多重要产业的出口占世界整

个行业能力的1/3以上，通过数字贸易可以使得国内

已经形成国际市场的产业释放市场活力，使得国际循

环为国内庞大的产业基础提供更顺畅的良性运转。 

中国制造的优势是产业集群，基于互联网平台

的“云工厂”，可以将产业集群内的闲置设备有效

利用和运转，降本增效，实现生产方式的数字化转

型。数字平台使得设备供应商颠覆传统生产方式，

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来组织资源，高效聚合生产要

素，智能化扩大生产规模，使得个性化、小批量、

低成本、高效率生产成为可能。从产业的数字化转

型实现线上消费者个性化定制，通过“云工厂”智

能匹配生产设备和生产方式，更加高效满足市场需

求，从而升级“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中国

创造”，形成全球经济利益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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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 and Path of the Double Cycle of Digital Economy Empowerment

Su Min, Xia Jie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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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gital econom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to promote a new round of consumption upgrading in the domestic market and 

accelera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global supply chain and industrial chain. It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coping with the economic recession caused by 

the global pandemic of COVID-19 and building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double cycle".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enabled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double circulation" by releasing domestic consumption demand, breaking down circulation barriers and blocking points, and unblocking 

international circulation. In the future, new infrastructure should be the breakthrough point to accelerat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real economy. 

Take digital technology as the focus to strengthen the "double cycle" development of the endogenous power; To build a modern economic system driven 

by consumption upgrading; To link the global industrial and supply chains as a link to promote better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irc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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