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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贸易壁皇与数字化转型的政策趟
——基于 欧 洲 和 ＯＥＣＤ 数 字 贸 易 限制 指 数 的 分析

赵 瑾

内 容摘要 ：
文章基于欧洲

“

数字 贸 易 限制指数
”

（
ＤＴＲＩ

） 和 ＯＥＣＤ 数字服务贸 易 限制指数 （ 数字 ＳＴＲＩ
）

研究发现
，

目 前影响数字 贸 易 发展的壁 垒主要是关税壁 垒 、 非 关税壁 垒和数据 限制 。 其 中
，

非 关税壁 垒 包括

贸 易 限制 、 投资限制 、 财政限制 、 自 然人流动限制和知识产权等 。 数据限制 包括数据政策 、 平 台 责任 、 内容

访 问 等 。
近五年数字 贸 易壁 垒有强化的趋势 ，

且发展中 国 家普遍 高 于发达 国 家 。 推动数 字贸 易发展的关键是

制 定 国 家数 字发展战略和综合政策 ，

加快数字化转型 。 实现数字化转型 的有效路径是扩 大数字 市场 开放
，

防

范数字安全风险 、 加强技能培训 、 实行技术创新
，

强化战略协调和 国 际合作 。

关 键 词
：
数字 贸 易壁 垒 数字 贸 易 限制指数 数 字化转型 综合政策框 架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
，
数字化生产

、
数字化消

费 、 数字化创新推动世界经济进人数字全球化发展

新阶段 。 数字技术跨越时空 ，
将不可贸易的服务可

贸易化 ， 改变了商业模式 ，
扩大了国际贸易的规模 、

范 围和速度
，
有利于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

，
实现经

济可持续增长 。 但 目前国际社会普遍认为
，
各 国对

数字跨境传输等限制措施阻碍了数字 贸易
、
数字化

转型与数字经济发展 。 研究数字贸易壁垒的表现形

式和特点
，
把握推动数字化转型 的政策 走势

，
对

“

十四五
”

时期加快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发展 ，

发挥数字贸易在经济增 长与可持续发展中 的作用具

有重要意义 。

一

、 数字贸易框架 、 数字贸易壁奎

与数字贸易限制指数

对于什么是数字贸易
，
长期以来国 际社会没有

标准的答案 。
２０２０ 年经合组织 、 世界贸易组织和 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共同发布的 《数字贸易测度手册 》

界定了 数字 贸易
，
并构筑 了数字 贸易 的基本框架

（
见 图 １

） 。 数字贸易是指通过计算机 网络
，
以数字

订购和／或数字交付方式进行商品或服务的 国 际交

易 。 数字贸易基本框架 由交易主体
、
交易客体

、
交

易方式组成
，
系统回答了谁在交易 （

买方与卖方 ） ，

在哪儿交易 ， 交易什么 （
产 品类型 ） ， 如何交易 的

问题 。 在数字贸易框架下 ， 交易主体是企业 、
居 民

、

政府 、 为居 民服务的非 营利机构 。 交易的产 品包括

货物和服务
，
交易方式 （类型 ）

主要是以数字方式

订购
、
数字方式交付 。

如何测度数字贸易壁垒？ 目前国 际上衡量数字

贸易壁垒的量化指标有两个 。

一

是欧洲的
“

数字贸

易限制指数
”

（
ＤＴＲＩ

） （
见表 １

） 。
ＤＴＲＩ 由欧洲智库

“

欧洲 国际政治经济中心
”

（
ＥＣ ＩＰＥ

） 发布 ，
重点对

全球 ６４ 个国家和地区的数字贸易开放度进行评估 。

该指数从财政限制和市场准人 、
企业设立限制 、 数

据限制 、 贸易限制四个方面 ， 考察限制货物 、
服务

、

投资
、
人员和数据流动 的贸易政策 。 二是 ＯＥＣＤ 数

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 （ 数字 ＳＴＲＩ
） 。 数据库涵盖 ４６

个 国家 （包括 ３６ 个 ＯＥＣＤ 国 家 、
１０ 个非 ＯＥＣＤ 国

家 ） ， 数字 贸易 限制措施主要 划分为五大类 ， 即基

础设施和连通性
、
电子交易

、
支付系统

、
知识产权

、

影响数字服务贸易 的其他壁垒
，
以贸易限制 的综合

指数考察各 国数字贸易壁垒 ， 指数值介于 ０ 和 １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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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

０ 表示数字贸易的开放环境 ，

１ 表示完全封闭 的

制度 。

从两大爵际指标体系看 ， 影响数字贸易发展的

限制政策主要是关磁壁垄ｙ
非关税麵和数据限制々

（

一

） 关税壁 查

关税 ．蜜垄是指对 ＩＣＴ 产品及其投人征收关税和

建立贸易救济措施 （对数宇商品征收反倾销税 、 反

补 贴税和 保障措施 ｝ ６ＷＴＯ 信息技术协议 （
ＩＴＡ ）

虽然降低了数字产品的关税 ， 但＿ 有些鼠家没有签

署相关协议
，
对数宇贺易产品继缘实行较高的关税 ^

欧洲 ＤＴＲＩ 指数显示 ，
目前只有 中 国 香港 、 挪

威和新加坡对数学产品实行零关税 ，
而且役有建立

数学产品的贸易保护措施 。 拉丁美洲和亚洲对 氲

技术产品及真投入征收的最高关税率和平均最惠 匡

关税率最高 ，
其中 阿根廷 、

、 中国 、 巴基斯坦和越南

最商，关 率咼达 ３５德 。 冋时 有 １ ５个 国家对截字

产品采取 了贸易救济措施 ，
采取的措施主要是征收

反倾销税
，
很少运用保障措施

，

没有发现征收反补

贴税 。

（

二
） 非 关税壁 垒

非关税壁查是
？指除关税 夕 卜影响数字贸易 的其他

政策措施 ，
包括贸易 限制 、

投资 限制
、
财政限制 、

自然人流动限制和知识产桎等 。

１ ． 贸易限制

贸易限制是指对商品和服务进ｍ〇卖軒的各种

限制
，
包括数量限制 、 许可证要求

、
政府采购 、

技

术性贸易壁垒等 。 数量限制指 限制数字商 品的进 出

口 ． 市场本地化要求 、 限制在线错售特定产品等 。

许確
；证要求指对从事电子商务的许可证要求或授权＆

政府采购限制包括对数字商品和服务的优惠采购计

划 （排除外画公司 、 本地肉 容要：求等 ） ； Ｋ求放＃

专利 、 源代码或商业秘密 ；
技 术要求 （

加密技术 、

产品标准和格式 ） 等。 如印度在政府采购 中荽求国

内制成品 占 比 ； 对国产设备实行优惠政策 ， 对影晌

安全的电信产晶要求优先考虑国内制造 。 欧洲 ＤＴＲＩ

指数显示
，
金砖 画家和 Ｍ ＩＮＴＣ墨西哥 、 印度尼西

亚
、
尼 日 利亚

、
土耳其 ）

的政府采购 限制居前 １ ５

位
， 澳太利亚 、 Ｈ本 、 韩国和美国是 １５ 个限制较强

的讀：家ａ 欧＃体在政府乘购方面相对比较开敢 。 技

术性贸易壁垒包括 电信标准 、 产品安全认证 、
产品

审查与测试要求 、
加密要求 如电信标准制度缺

芝透明度 ， 产品安全认证不符脅＿际标准的产品审

查与测试要求 ，
以 ｇ家安全为 由禁止使用数字商品

或服务
，

强制使用不符合国际标准的加密标准等。

类型
（
Ｈ ｏｗ

）

丫

以数字方式订购

以数字方式订购

＋以数字方式交付

以数字方式交付

＂ ＂ ＂ ＂ ＂

１
Ｊ

Ｔ
＆：口

广 口口

（
Ｗ ｈａｔ

）

图 １ 数字贸易基本框架

资料来源 ： ＯＥＣＤ
，
ＷＴＯ ａｎｄＩＭＦ （

２０２０
） ，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ｉｎ
ｇ
Ｄ ｉ

ｇ
ｉ ｔａｌＴｒａｄｅ

，
Ｖｅｒｓｉｏｎ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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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欧洲数字贸易限制指标

类别 限制措施 具体 内容

财政 限制和市场准入

关税和 贸 易 保护
对 １ＣＴ 产 品及其投入征税

对 １ＣＴ 产 品及其投入征反倾销税 、 反补贴税和 实施保 障措施

税 收和 补贴

数字 商品和产 品税收制度

在线服 务税收制度

数据 使用税

补贴和税收优惠 的歧视性政策

政 府采购

涵盖数字＿ 品和服务 的优惠米购制度

要求放 弃专利 、 源代码或商业秘密

技术 要求 （
如加密技术 、

产品标 准和格 式 ）

企业设立限制

外商投资

对外 国所有权 的限制措施

对 董事会和经理人 的限制措施

投 资与并购 审查

与外 商投资有关 的其他限制性措施

知识 产权

专利

版权

商业秘 密

与知识 产权有关 的其他限制措施

竞争政 策
竞争

与竞争政 策有关 的其他限制性措施

商业 流动
配额 、

劳动 力市场测试和居住时间 期限

与＿业 流动相关 的其他限制措施

数据 限制

数据政 策

数据跨 境流动限制

数据 保留

数据 隐私 的 主体权利

数据 隐私 的管理要求

违规 处罚

与数据政 策有关 的其他限制措施

平台责任

避风港框架

通知 与删除制度

与平 台责任相关 的其他限制措施

内 容访问

网络 内 容的 审查和过滤

宽带和 网络 中立性

与内 容访问相关 的其他限制措施

贸 易 限制

贸 易数量限制

数字 商品进 口 限制

市场 的本地 内容要求

数字 ＿ 品 出 口 限制

标 准

电信标 准

产 品 安全认证
（

ＥＭＣ／ ＥＭ １
、
无线传输

）

产 品 审 查与测试要求

加 密要求

与标 准相关 的其他限制措施

在线销 售与交易

交 易 实现障碍

域 名 （
ＤＷ Ｓ ） 注册要求

在线销 售

消 费者保护法对在线销售存在歧视性

资料来源 ：
ＥＣ ＩＰＥ

（
２０ １ ８

） ，

Ｄｉ

ｇ
ｉ
ｔａｌＴｒａｄｅＲｅ ｓｔｒｉｃ ｔ

ｉ ｖｅｎｅ ｓｓ Ｉｎｄ ｅ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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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投资限制

投资限制是指 限制外 国公司进人本 国市场的政

策措施
，
包括对外国所有权的限制措施 （外 国最大

持股要求
、
合资要求

、
最低资本金要求

、
外 国公司

数量配额等 ） 、 对董事会和经理人的限制 （ 国籍或

居住地要求 ） 、 投资和收购 的 国 家安全审查 、 与外

国投资有关的其他限制性措施等 。

３ ． 财政限制

财政限制是指对数字产 品 的税收与补贴政策 ，

包括数字产品 的歧视性征税
、
在线服务的歧视性征

税 、 数据使用税 、 补贴和税收优惠的歧视性政策等 。

欧洲 ＤＴＲＩ 指数显示
，
新兴经济体采取的财政限制

措施最强 ， 排名前 １０ 位的 国家大多是新兴经济体 ，

法 国和 日本分别排第 ６ 位和第 ８ 位 。 在税收方面
，

巴西对数字商品 和服务高额征税
，
鼓励企业在 当地

生产个人电脑
；

土耳其对计算机光盘 、
ＣＤ

、
ＤＶＤ 和

其他技术设备征 收版权税
；
尼 日 利亚对数据服务除

征税 ５％ 外
，
另外 加征 ２％ 的增值税等 。 在补 贴方

面
，
印度尼西亚和俄罗斯实行歧视性的财政补贴

，

如 印度尼西亚只对国内企业提供出 口融资等 。

４ ． 自 然人流动限制

该限制包括 岗位数量配额
、
劳动力市场测试和

居住时间期限等 。 如罗马尼亚对三类外国 自 然服务

供应商
（ 即公司 内受让人 、 合 同服务供应商和独立

服务供应商 ） 实行配额 ，
对非欧盟公民进行劳动力

市场测试
，
对服务供应商的最初居住时间控制在 ９０

天 内等 。 欧洲 ＤＴＲＩ 指数显示 ， 对所有类型的服务

供给实行劳动力市场测试的 国家主要是新兴经济体 ，

如 中国 、
巴西

、
文莱 、

巴基斯坦和秘鲁
，
但也有澳

大利亚 、 奥地利 、
比利 时和法国等发达经济体 。

５ ． 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是指与数字产品相关的知识产权法律制

度
，
包括版权 、 专利 、 商标和商业秘密 。 如在商标与

版权方面对外 国人或公司实行歧视性待遇 ，
强制要求

披露商业秘密
，
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执法不力等 。

（
三

） 数据限制

数据限制是指对数据使用和跨境流动实行的限制

措施 ， 包括数据政策 、 平台责任 、 内容访问等 （
见表

１
） 。 其中

，
数据政策包括数据跨境流动 限制

、
数据

保留
、
数据隐私的主体权利

、
数据隐私的管理要求

、

违规处罚
，

以 及与数据政策 有关的其他限制 措施
；

平 台责任包括避风港框架 、
通知与删 除制度 、 与平

台责任相关的其他限制措施
；
内容访问包括网络 内

容的审查和过滤
、
宽带和网络 中立性

、
与内容访问

相关的其他限制措施 。

二
、 数字贸易壁奎的主要特点

在数字经济 时代
，

影响数字贸易发展的政策手

段与影响货物 贸易 、
服务贸易的手段既有 相似点 ，

也有明显差异 。 从国际数字贸易壁垒两大限制指数

看
，
数字贸易壁垒已呈现新的特点 。

第
一

，
从经济体来看

，
数字贸易 限制水平高低

与
一

国经济发展水平呈负相关 。

一般来说 ，
经济不

发达的 国家 ，
数字贸易 限制水平较高 ，

经济发展水

平较高的 国家
，
数字贸易限制水平较低 。 如 图 ２ 所

示 ，

ＤＴＲＩ 指数表明 ， 发达国家的限制度较低 ， 新兴

经济体和发展中 国家限制度较高 。 如表 ２ 所示
，

全

球 ６５ 个 国家排名 中
，
数字贸易 限制指数最高 的前

１０ 个国家 中
，
除法国外

，
其他均为新兴经济体和发

展中国家 。 在新兴经济体中 ， 中 国数字贸易限制指

数最高
，
其次是俄罗斯

、
印度

、
印度尼西亚

、
越南

、

巴西
、
土耳其和阿根廷 。

值得关注的是 ，
虽然美国 、 法 国 、

德 国是发达

经济体
，
但 ＤＴＲＩ 指数表 明 ， 在欧洲 ， 法 国 、

德 国

是数据限制最多的两个 国家
，
限制指数均高于平均

值
，
法 国也是世界上数字贸易 限制指数全球排名前

十大国 中唯
一一

个欧洲 国家 。 同样 ， 美国 虽然是数

字经济大国 、
全球著名数字公司 所在地

，
但其数字

贸易限制指数也略高于 ６５ 国的平均值 。

第二
，
从国家分布看

，
小型经济体 、

服务业在

ＧＤＰ 占 比较高 的 国家／地区
， 市场开放度较高 。 如

图 ２ 所示
，

ＤＴＲＩ 指数显 示
，

６５ 个 国家 中
，
新西兰

是数字贸易市场开放度最高的 国 家
，
对数字贸易很

少有限制 。 其他国 家或地区依次是冰岛 、 挪威 、 爱

尔兰和中国香港 。 数字贸易市场开放度最高的五个

经济体的特点是小型经济体
，
对国际市场依存度高 ，

且服务业 占 比高于其他 国家 。 对数字经济的大多数

领域实行 自 由 贸易政策 ， 有 利于推动生产力 发展 ，

促进研发
、
设计等知识密集型产业投资

，
加速数字

经济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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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ｔｒ ｉ—平均值

图 ２数字贸易壁垒 ： 国家差异

资料来源 ： ＥＣ ＩＰＥ（ ２０１ ８ ） ，
Ｄｉ

ｇ
ｉｔａ

ｌ Ｔｒａｄｅ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

第三 ， 从数字贺易哏制措施看ａ 发达国家数字

贸易保护的主宴手段是财政限制 、 企业设立限制和

数据限制 ， 发展中 菌家采取各种手段实施限制 。 如

表 ２ 所漆 ＤＴＲＩ 指数与措施的 国际排名显示 ：
卖行

财政限制和市场准人限制的前 １０ 个国家中 ， 以新兴

经济体与发展中画家方主 ，
但隻匿位居第 １ ０ 位 ４ 对

企业设立实行限制的前 １ ０个國家中 ，
主要是新１４经

济体和发展中菌家
，
但发达闺家瑞 法国分别居

第 ６ 泣和第 １０ 位 ； 实行数琚限制的前 １０ 个国家中 ，

主襄是新兴 济体与发展中 国
．

家 ， 位居前三位的 国

家分别是中 国 、 俄罗斯和土耳其 ， 但法国 、 德 国和

丹麦分别排名第 ４隹＞第 ７ 位和第 １０ 位 ； 实行贸易

Ｐ艮制的前 １０ 个舊家都是新兴爱济体和发展中３家 。

以数字经济太国 为例 ， 囊崖 和中 作为数宇

济大国
，
以及发达国家与发Ｍ中国家 的代表 ，

美 国

数字贸易眼制指数全球排名第 ２２ 位 ， 但其财政限制

指数和企业设立振制指数全球分别排名第 １０ 位和第

１２ｆｅ． 其中财政限制措施中 ， 税收补贴政策居全球

第 １４ 位
，
政府采购限制唐全球第Ｍ立 ； 企业设立限

制措施中
，
对外商投资限制政策排名全球第 １ ３ 位

，

竞争政策全球排名第 ９ 位 中届数字贸易限制指数

全球排名第 １ 位
，
其数据限制 、

企业设立限制 、 贸

易限制均居全球首位 （

＇

见表 ２
）

。

第■ ，
从数字贸易政策变化看 ．

，
近五年数字贸易

墜垄有强化的趋势＆ 如图 ３ 所示
，

ＯＥＣＤ 数字贸易限制

指数显示 ， 与 ２０ １４ 年 ：数字贸易限制指数平均值 ０ ． １６５

相比 ，
２０ １９年平均值达 ０ ． １８２

， 限制指数虜于 ２０１４ 年 ，

其中有 １３ 个＿家的限制指数高于 ２０ １４ 年 ， 分别是土耳

其 ＞沙特阿拉伯 、 印度 、 奥地利 、
冰 岛 、 拉脱维亚１

硖兰 、 俄罗斯 、 Ｈ本 、 巴西 、 中Ｓ 、 斯洛文尼亚和韩

闺 。 ２０ １９年 ，

４６ 个ｆｔ家中 ， 高于平均限制指数的国家

达 １５ 个
，
按高低排序依次蠢中■ 、 印度尼西亚 、 沙特

阿拉伯 、 印度 ， 南非 、 俄罗斯 、
阿根廷 ｖ 哥伦 比亚 、

巴西、冰岛
、

、 王耳萁 、
、 波兰ｖ 智利 、

拉脱维亚和奥地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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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数字贸易限制指数与措施国际排名

排名 ｍｍ Ａ． 财政限制和市场准入 Ｂ ． 企业设立限制 Ｃ ． 数据限制 １３． 贸 易限制

１ 中国 Ｅ＿ 中国 中 国 中国

２ 俄罗斯 巴西 泰国 俄 罗斯 阿裉廷

３ 印度 中 国 越南 土耳其 越南

４ 印度尼西亚 阿裉廷 中国 台湾 法 国 巴西

５ 越南 巴基斯坦 马来西亚 印度 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

６ 巴西 印度 瑞士 越南 俄罗斯

７ 土耳其 南非 厄瓜多 尔 德 国 印ｉ

８ 阿裉廷 尼 日利亚 印度 韩 国 土耳其

９ 法国 俄罗斯 俄罗斯 文莱 厄瓜多 尔

１０ 泰国 美 国 法国 丹麦 马来西亚

资翁＿馨 ：

」 ＥＣＩＰＥ（
２０ １８ ）

，
Ｄ ｉ

ｇ
ｉ
ｔ
ａｌＴｉｗｌｅ雜＿ｓ ＩｎｄｅＳ 。

ｍ觀


想


ｍ
＇

ｆｃ
Ｉｆ１

＊＆ 翁


２０ １
，４  ２０ １９

图 ３ＯＥＣＤ 数字贸易限制指数

数据来源 ：
ＯＥＣＤ

。

三 、 数字化转型面临的主要挑战

数字化大大降低了 崮际贺易成本
，

提高 了服务

可贸易程度
，
促进 了全球价值链协调

，
扩大了麗际

贸易的规模 、
．

Ｅ围和速度Ｄ 数字贸易发展不仅有利

于促迸经济增长 ＾ 而且有利于 中小企业低成本进人

＿际市场 ， 增加妇女就业 、
环境保护 ， 推动经济可

持续发展 。

产业是贸易发展的基础 ，
数字贸易的大发爆取决

于国 内产业数字化转型 。 如表 ３ 所示 ，

国际研究显示

（
ＯＥＣＤ

，
２０１７ ） ， ：纖麵数字脑＿面临趣十大主要

挑战是 ：
意识

，
实施

，
执行 ； 协调 ， 包括多方利益相

关荐 ， 多方和多层次治理协调 ； 技能 ， 培训 ， 教育 ；

公共投资或资金 ； 技术
，
包括标准和协 同性 信任

》

包括隐私 、 安全 、 消费者保护 ； 法律和腔管； 政策

设计和措施 ； 信息技术的采趙 、 商业数字化 、 创新
；

Ｓ■贸慕２ ：０２ １ ＇年： 藥
２Ｍ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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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实现数字发展政策目标的主要挑战

２０ １
７ 年主要挑战排序 （ 由 弱到强 ） 未来 ３

？

５ 年的 主要挑战排序 （ 由强到弱 ）

１
． 意识

，

实施
，

执行 １
． 意识

，

实施
，

执行

２ ． 技能
，

培训
，

教育 ２ ． 协调
，

包括多 方利益相 关者
，

多方和 多层次治理协调

３ ． 协调
，

包括多 方利益相 关者
，

多方和 多层次治理协调 ３ ． 技能
，

培训
，

教育

４ ． 政策设计和措施 ４ ． 公共投资或资金

５ ． 法律和监管 ５ ． 技术
，

包括标准和协 同性

６ ． 技术
，

包括标准和协 同 性 ６ ． 信任
，

包括隐私
，

安全
，

消费者保护

７
． 信息技术的 采用 、

商业 数字化
、
创新 ７

． 法律和监管

８ ． 公共投资或资金 ８ ． 政策设计和措施

９ ． 私人投资或获得融资 ９ ． 信息技术 的采用 、
商业 数字化

、
创新

１ ０ ． 信任
，

包括隐私
，

安全
，

消费者保 护 １ ０ ． 私人投资或获得 融资

资料来源
：

ＯＥＣＤ （
２０ １ ７

）
，

ＯＥＣＤＤ ｉ
ｇ

ｉｔａｌＥ ｃ ｏｎ ｏｍ
ｙ
Ｏｕｔ ｌｏｏｋ２ ０ １７

。

私人投资或获得融资 。
ＯＥＣＤ 发布 的 《

２０ ２０ 年数字

经济展望 》 显示 ，

２０ １９ 年 ２２ 国 实现 国家数字战略

政策 目标面临的主要挑战是
：
数字鸿沟

、
预算和资

金 限制
、
利益相关者的协调和互动

、
制定有效的监

管工具和框架 、
适应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 、 创新与

安全的平衡等 。
Ｇ２０ 在数字化发展中 面临的主要挑

战是 ： 获得数字技术和服务
；
数字基础设施

；
支持

数字基础设施和新的商业模式
；
制定数字标准

；
信

息技术部门监管 、 数字安全 、 技能与数字经济
；
数

字化
、
中小企业

、
初创企业和活力

；
数字时代的消

费者权利
；
数字化和法律框架 。

数字化转型 正在从根本上改变 国际贸易格局 。

消除数字贸易壁垒 ， 推动数字贸易发展 ，
必须迎接

数字化发展的挑战
，
从国 家战略层面制定综合经济

社会发展政策 。

四 、 未来数字化转型和市场开放的政策走势

近年来 ＯＥＣＤ 相继发布了 《
Ｇ２０ 数字转型的关键

问题》 （
２０ １乃 、 《 数字贸易和市场开放 》 （

２０ １ ８
） 、

《衡量数字变革 ： 未来路线 图》 （
２〇 １９

） 、 《衡量企业

数字安全风险管理办法 》 （
２０ １ ９

） 和 《数字化综合

政策框架》 （
２ ０２０

） 等研究报告 ，
针对数字化转型

提 出了
一

系列政策 主张 。 从大 国数字经济战略与政

策框架看 ， 数字贸易政策超越贸易本身 ， 涉及经济

社会
、
民生福祉

、
可持续发展等众多领域

，
制定数

字发展战略与政策是加快实现数字化转型
，
推动数

字贸易发展的关键 。

（

■

）
战略定位

数字化转型与数字经济发展需要 国家顶层设计 ，

制定发展战略 。 有效的战略 旨在促进和发展信息技

术
，
加强信任和电 子政务

，
提高数字技能 和教育

，

应对网络治理 、 数字风 险等全球性挑战 。

一

是制定

国家数字发展综合战略 。 数字化转型是系统工程 ，

涉及经济社会发展诸多领域
，
为确保政策的一致性

，

ＯＥＣＤ 主张建立综合政策框架 。 综合政策包括访问 、

使用
、
创新 、 就业 、 社会 、

信任和市场开放七个方

面 （见表 ４
） 。 二是制定数字发展专项战略 。 为解决

影响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 障碍和关键问题
，

应制定

有针对性的战略
，
精准施策 。 如制定 国家宽带战略

，

通过将互联 网连接到经济发展落后 的偏远地区 ，
弥

补数字鸿沟
，
实现数字经济的包容性增长

；
制定 国

家网络安全战略或 国家数字安全风险管理战略
，
增

强企业
、 消费者对数字化转型发展的信任

；
制定 国

家隐私战略
，
通过保护数据隐私

，
让数字技术造福

人类 。 三是制定数字化转型战略
，
通过利 益相关者

参与政策制定
，
确保致力 于数字化转型的所有领域

和部门政策协调
一

致和有效执行 。

（
二

） 战略协调

数字化发展跨领域
、
跨部 门

，
涉及企业

、
消费

者和国际伙伴等不同利益相关者 。 为确保政策协调
一

致 ，

ＯＥＣＤ 强调
， 国家数字化战略应 阐明数字化转型

有助于实现包容性增长
、
提高人民福祉

、
推动可持续

发展的愿景
，
并与现存国家战略

，
如宽带发展战略 、

数字安全战略 、
创新发展战略等协调 。 协调的内容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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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通向数字经济的综合政策框架

类别 政策 类别 政策 类别 政 策

１ ． 访问

投资

通信基础设施和服务

竞争

区域发展

４ ． 就业

刃
１

动 力市场

技能

社会保护

税收和福利

区域发展

７ ． 市场开放

贸 易

投资

金 融市场

竞争

征税

２ ． 使用

数字政府

投资

商业活力

中小企业

技能

数字安全和隐私保护

５ ． 社 会

社会政策

技能

税收和福利

环境

保健

数字政府

３ ． 创新

创业精神

中小企业

竞争

科学和技术

数字政府

部门 政策和法规

６ ． 信任

数字风险管理

中小企业

隐私

数字安全

保护消费者

资料来源 ：
ＯＥＣＤ（ ２ ０２ ０ ）

，

Ｇｏ ｉｎ
ｇ
Ｄ ｉ

ｇ
ｉｔａ

ｌＩｎ ｔｅ
ｇ
ｒａｔｅｄＰｏ ｌ

ｉ ｃ
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

括标准协调
、
政策协调

、 国内外监管协调等 。

（
三

）
政策评估

为提高财政支出的质量 、 合法性和有效性 ，

ＯＥＣＤ

强调任何新的战略都应进行监测和评估 。 监测和评估

可使决策者了解数字转型的动因和障碍 、
过去和当前

政策的有效性 、

一

国数字发展状况等
，
对布局战略优

先事项
、
选择政策措施和手段

，
以及资金分配至关重

要 。 成功的战略需要有明确的执行期限和可量化的 目

标 ， 并设立相关指标监测进展情况 ，
应以行动计划 目

标为标准 ，
监测战略 目标和实现其他相关国内外高层

次政策 目标的进展情况 。 在战略执行周期结束时 ，
进

行系统评估和评价应成为更新现有战略或准备新战略

的基础 。
ＯＥＣＤ 竞争政策评估工具确立了评估的三种

路径 ： 制定和审查政策
；
对现有法律法规进行总体评

估
；
评估新的法律法规草案 。

（
四

） 战略 实施与政策导向

数字化转型与市场开放涉及政府 、
企业

、 消费

者等利益相关者 ，
扩大数字市场开放 ， 防范数字安

全风险 、
提升数字技能 、

实行技术创新 、
加强 国际

合作
，
有利于战略协调与战略实施 。

１ ． 数字开放

数字经济时代 以数字交易为 核心
，
数字市场开

放是实现数字化转型 ，
扩大数字贸易规模 、 范 围 、

速度的关键 。 如何进行市 场 开放 ？ＯＥＣＤ 发布 的

《市场开放指导原则 》 制定 了六项原则 ： （
１

） 透明

度 。 规则发布 、 决策过程要透 明
，

及时向 ＷＴ０ 通报

相关措施 。 鉴于数字经济的复杂性
，
透明度对确保法

规有效和利益相关者正确理解至关重要
，
及时提供最

新信息 ，
使不同利益相关者参与决策 ， 有利于降低市

场交易成本 。 （
２

） 非歧视性 。 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

境 ， 共享平等的市场机会 ， 有利于最大限度减少市场

扭曲
，

最大化获得贸易利益 。 （
３

）
避免不必要的贸易

限制 。 避免对电子商务的使用和发展设置不必要 的障

碍
，

不对以电子方式提供服务的企业实行事先授权或

任何其他要求 。 （
４

） 国 际政策协调 。 （
５

）
互认 。 推

动技术
、
标准

、
法律监管方式等互认

，
有利于克服各

国监管的异质性 ，
提高物联 网 时代数字 贸易效应 。

（
６

）
竞争 。

数字开放的关键政策包括 贸易 、 投资 、
金融市

场 、 竞争与税收等 。
ＯＥＣＤ 强调数字市场开放要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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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整体性与协调性 （
ＯＥＣＤ

，
２０ １９

） 。 因数字化转型涉

及货物 、
服务和数字连接背后贸易政策等诸多问题

，

如关税壁垒
、
非关税壁垒

、
贸易便利化

、
市场准人

、

国 民待遇 、 国内监管 、
支付

、
数字连接的基础设施

、

电信服务等
，
要获得数字化转型利益

，

应从整体上通

盘考虑贸易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协调 ， 并有效运用竞争

政策 、 税收政策等其他政策实现共同 目标 。 同时 ， 针

对数字贸易的国际性和异质性 ， 为克服不 同国家监管

类型和监管程度差异对数字贸易的影响
，
各国应加强

国际对话和国际合作
，
减少负外部性 。

２ ． 数字风险与安全

数字化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数字风险
，
如 网络

欺诈 、 虚假信息与网络攻击等 。 ２０２０ 年世界经济论坛

将数据欺诈或被窃 、
网络攻击列人未来十年可能发生

风险的第六 、 第七位 。 在数字化转型中 ， 能否有效管

控风险是成功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关键 。
ＯＥＣＤ（

２０ １９
）

强调要从经济与社会两个层面关注数字安全风险 。 为

有效控制和管理风险
，

ＯＥＣＤ 制定 了衡量数字安全风

险的框架
，
包括六个模块和十八个相关指标 。 六个模

块包括
：
人 口 统计

、
数字安全风 险治理

、
数字安全

风险评估 、
降低数字安全风险实践 、 数字安全风险

转移实践 、 数字安全风险意识和培训 。 该框架充分

借鉴了ＯＥＣＤ 关于数字安全风险管理促进经济和社

会繁荣的建议 （
ＯＥＣＤ

，
２ ０ １５

） ，
如意识 、 技能和授

权
，
责任

，

人权与基本价值观
，
合作

，

风险评估与

处理周期
，
安全措施

，
创新等 。

长期 以来
，
人们将数字安全风险视为技术问题

，

但随着数字安全风险性质和规模的变化 ，

Ｇ２０ 经济体

正在重新评估风险中的技术作用 。 近年来 ，
许多政府

和利益相关者都强调要从经济和社会层面考虑数字安

全风险的重要性 。 数字安全涉及多个领域
，
包括经济

和社会繁荣
、
技术

、
执法

、
国家和国际安全等。 因数

字化转型大大增加 了经济活动的相互依赖性
、
系统的

复杂性
，
以及跨部 门 和跨边界的系统性风 险

，

ＯＥＣＤ

强调各国政府必须采取政策 ，
加强对关键基础设施和

服务运营商数字安全风险管理 ， 并运用物联网 、
人工

智能 、 大数据分析和区块链等技术 。

３ ． 数字鸿沟与技能培训

数字技术的发展在有技能和无技能运用该技术

的人之间形成了数字鸿沟 。 该技能包括纯粹的数字

技能
，

也包括安全遨游网 络世界所需的情感和社交

技能 。 为防止数字技术 引发社会不平等风险
，
消除

数字鸿沟
，

ＯＥＣＤ 倡导进行技能投资
、
教 育投资

、

开展有针对性 的技能 培训
、
建立免费在 线培 训平

台等 。

４ ． 创新

创新是经济发展的第
一动力 。 数字创新是实现

数字变革的根本动力
，

它不仅改变 了货物贸易与服务

贸易形态
，

而且改变了商业模式 。 实现创新需要综合

考虑各方面政策
，
包括创业和 中小企业

、
科学和技

术
、
竞争

、
数字政府

，
以及能源

、
金融

、
教育

、
运

输 、
卫生 和教 育等部 门政策 。 在 此 ，

ＯＥＣＤ 特别强

调
，

一要充分发挥公共部 门在基础科学研究 中 的作

用 。 因私营企业往往不愿意投资成本高 、 投资 回报不

确定的项 目
， 如互联 网 、

全球定位系统 （
ＧＰＳ

） 等 ，

在基础科学研究 中
，
公共部 门必须发挥重要作用 。 二

要在创新中加强公私伙伴关系
，
加快创新成果的商业

化 。 为此
，

应实行支持研发和创新的激励政策
，
如保

护知识产权制度
、
研发税收抵免的税收激励措施等。

三要实行数字开放与共享 。 目前人们 已普遍认识到

数据和数据分析作为创新来源的重要性 ， 数据时代

创新受数据驱动
，
商业模式创新建立在收集和分析

大量数据基础上 。 公共部 门 生产和消耗大量数据
，

开放政府数据
，

可 以推动公共部 门 的创新和效率 。

同时
，
数字技术也可 以帮助政府更好制定

、
设计和

执行政策和法规
，
提高效率

，
减少浪费 。

５ ． 加强国际合作与对话

不 同 国家对不 同类型产 品和服务采取不同程度

的监管 ， 为防止异质性监管的 国际负面溢 出效应影

响产品与服务的跨境流动
，
形成贸易壁垒

，
在数字

市场开放 中
，

应加强 国际对话与国 际合作 。 同 时
，

互联网的全球性
，
数字技术的全球应用

、
传播和跨

国性
，

也促使几乎所有国 家的数字安全战略都要求

加强国际合作 。 如参加相关的区域和国 际论坛 ，
建

立双边和多边关系 ， 分享经验和最佳做法 ；
建立 国

家联络点 ，
及时处理数字安全风险相关问题

；

加强

机构间 国际合作与协调 ，
及时修改和建立适应数字

化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法律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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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ｕ ｎｄｔｈａｔ ｔｈｅｍａｉｎｒｅ ｓ ｔｒ ｉｃｔｉｖｅｐｏ
ｌｉｃ ｉｅｓ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

ｄ ｉｇｉ ｔａｌｔｒａｄｅａｒｅｔａｒ ｉｆｆｂ ａｒｒ ｉｅｒｓ
，
ｎｏｎ

－

ｔａｒ ｉｆｆｂａｒｒｉｅｒｓａｎｄｄａ ｔａｒｅ ｓｔｒ ｉｃ ｔｉｏｎｓ ． 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ｍ
，
ｎｏｎ

－

ｔａｒ ｉｆｆｂａ ｒｒ ｉｅ ｒｓｉｎｃｌｕｄ ｅ

ｔｒａｄｉｎｇｒｅ ｓｔｒｉｃ 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ｉｎｖｅｓ ｔｍｅｎ ｔｒｅ ｓ ｔｒ ｉｃｔｉｏｎｓ

，ｆｉｓｃ ａｌｒｅ ｓ ｔｒｉｃ ｔｉｏｎ ｓ
，ｒｅ ｓ ｔｒ ｉｃｔｉｏｎ ｓｏｎｔｈｅ ｍｏｂｉ ｌ ｉ ｔｙｏｆｎ ａｔｕｒａ ｌ

ｐｅ ｒｓｏｎ ｓ

ａｎｄｉｎｔｅ ｌｌｅｃｔｕａ ｌ
ｐｒｏｐｅｒ ｔｙｒ ｉｇｈｔｓ ． Ｄ ａｔａ ｒｅ ｓ ｔｒ ｉｃｔｉｏｎ ｓ ｉｎ ｃｌｕｄｅｄ ａｔａ

ｐｏｌ ｉｃｉｅ ｓ
，ｉｎｔｅ ｒｍｅｄｉａｒｙｌ ｉａｂ ｉｌ ｉ ｔｙ ，ｃｏｎｔｅｎ ｔａｃ ｃｅ ｓ ｓ

，ｅｔｃ ．Ｉｎ

ｔｈｅ
ｐ ａｓ ｔｆｉｖｅｙ

ｅａｒｓ
，ｄｉｇｉ ｔａｌｔｒａｄｅｂ ａｒｒｉｅｒｓｈａｖｅ ｔｅｎｄｅｄ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ｄｅｖｅ ｌｏｐ 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 ｉｅｓａｒ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ｌ

ｙ
ｈ ｉｇｈｅ ｒ

ｔｈａｎｔｈｅｄｅｖｅ ｌｏｐ ｅｄｃｏｕｎｔｒｉｅ ｓ ．Ｔｈｅｋｅ
ｙ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 ｆｄｉｇｉ ｔａｌｔｒａｄｅ ｉｓ ｔｏ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 ｎａ ｔｉｏｎ ａｌｄｉｇｉ ｔａｌｄｅ ？

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 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ｐｏｌｉｃ ｉｅ ｓｔｏａｃ 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ｉｇｉ ｔ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ｐａｔｈｔｏａｃｈｉｅｖｅｄｉｇｉ 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ｉｓｔｏｅｘ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ｐｅｎ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ｄｉｇｉ ｔａ ｌｍａｒｋｅ ｔ
，ｐｒｅｖｅｎｔｄｉｇｉｔ ａｌｓｅｃｕｒ ｉ ｔｙｒｉｓｋｓ

，ｓ 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ｓｋｉｌ ｌｓ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 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 ｌｉｎｎｏｖａ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ｓ 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ｔｅ ｒｎ 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
ｄｉｇｉ ｔａｌｔｒａｄｅｂ ａｒｒｉｅｒｓ

 ；ｄｉｇｉ ｔａｌｔｒａｄｅ ｒｅ ｓ ｔｒ ｉ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
 ；ｄｉｇｉ ｔａ ｌ ｔｒａｎ ｓ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 ｉｖｅ

ｐｏｌｉｃｙ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ＪＥＬＣｌａｓｓ ｉｆｉｃａ ｔｉｏｎ
：Ｆ １ ３

，Ｆ２０ ，Ｆ２ ９ ，Ｆ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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