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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循环”的关键，是要更好地利用中国 14 亿人口的大市场优势，提升资源利用效率。
产业数字化驱动“内循环”，就是通过数字化产业、平台经济，更加高效地推进大市场
中的资源融合、业务融合、市场融合，更好地释放经济发展的规模效应、范围效应和飞
轮效应。

文  |  沈建光

数字经济助力“双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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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不均等四大结构性失衡。从更长远维度来看，

供需失衡、区域失衡、行业失衡、企业失衡的

矛盾长期存在，成为困扰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

难点。

立足大循环，促进双循环，直面国内经济

的结构性失衡，释放内需潜力，对于我国实现

跨越式发展，实现创新驱动下的经济增长，至

关重要。这就需要一方面依靠巨大的国内市场

做好内循环，将各个生产要素充分地调动起来，

并进行更有效的组合；另一方面，也对创新提

出更高要求。通过全要素提升，促进内循环，

带动外循环，从而形成双循环。

数字经济可以承担更多职责。在年初中共

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

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数据首次

在官方文件中被纳入生产要素。产业数字化和

数字经济发展表明，除了资本、劳动、土地、

技术等要素之外，数据利用可以带来商业模式

创新，提升供需适配度，推动行业协同发展，

打造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

与此同时，各地积极鼓励的“新基建”是

拉动有效投资的突破口，更是数字经济的试验

田。新基建从狭义来讲，包括大数据中心、人

工智能、城市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特高压、

5G 基站建设、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工业互联网

七个行业。而根据广义的定义，新基建涉及整

个数字化转型需要的基础设施投资，包括数字

零售、智能城市、智能物流、远程医疗等行业。

产业数字化 催生新业态

当前，数字经济正在与产业高度融合，促

进各个行业新业态的出现。例如，在消费行业，

社区零售和“无接触零售”迎来发展契机。在

疫情的影响下，小区封闭，线下零售遭遇打击，

7 月 3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加

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

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笔者看来，双循环

的提出，既是对短期疫情冲击下国内外经济政

治环境新情况、新问题的应对，更是面对世界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长远出发，实现我国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在双循环背景下，数字经济的作用日益凸

显。近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带动数字技术强

势崛起，促进了产业深度融合。此次疫情期间，

数字经济更是展示出了蓬勃的生命力，突出体

现在强化社会公共安全保障、完善医疗救治体

系、健全物资保障体系、助力社会生产有序恢

复等各领域，是抗击疫情的重要力量。

其中，大数据分析支撑服务疫情态势研判、

疫情防控部署以及对流动人员的疫情监测、精

准施策；5G 应用加快落地，5G+ 红外测温、

5G+ 送货机器人、5G+ 清洁机器人等已活跃在

疫情防控的各个场景；人工智能技术帮助医疗

机构提高诊疗水平和效果，降低病毒传播风险

等。此外，疫情催生居民生活消费习惯出现较

大改变，云办公、云课堂、云视频、云商贸、

云签约、云医疗、云游戏等新消费需求释放巨

大潜力。

数字经济 能做更多

后疫情阶段中国经济仍然面临较大挑战。

一方面，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经济陷入深度衰退，

中美分歧与博弈加剧，全球供应链、产业链遭

遇明显冲击。另一方面，尽管中国经济在疫情

之下呈现较强韧性，但短期来看，经济恢复面

临需求恢复慢于生产、三产恢复慢于二产、中

小企业恢复弱于大型企业，以及实体与金融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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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协同。智能城市也是对新兴技术需求最大

的领域之一，根据 IDC（互联网数据中心）发

布的《全球智慧城市支出指南》，2020 年全球

智慧城市相关技术支出预计将达到 1240 亿美

元，与 2019 年相比增长 18.9%。其中，中国市

场支出规模将达到 266 亿美元，位列全球第二。

在 AI 机器人方面，“新基建”为机器人发

展提供了硬性保障。对于“新基建”涉及的主

要产业领域，比如大数据中心、城际高速铁路

与轨道交通等，AI 机器人可以大幅提升运维管

理的自动化与智能化水平，助力降本增效。通

过与 5G、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

融合应用，依托于具体的产业场景，机器人产

品可以快速发展成熟，并大规模推广应用。未

来国民经济发展领域中的重、大、险、难等工

作场景，比如铁路巡检、深海勘测、矿山勘探、

救灾抢险等，使用机器人可以有效地替代人力

所不及，提高工作效率和精准度，进而有效带

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

综上，在政策支持与市场驱动下，中国互

联网信息科技飞速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

云计算、区块链、5G 等数字科技手段已成为推

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动力，自主技术创新成为

经济发展的关键。

“内循环”的关键，是要更好地利用中国

14 亿人口的大市场优势，提升资源利用效率。

产业数字化以科技为基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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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实现技术创新、模

式创新和产品创新。产业数字化驱动“内循环”，

就是通过数字化产业、平台经济，更加高效地

推进大市场中的资源融合、业务融合、市场融合，

更好地释放经济发展的规模效应、范围效应和

飞轮效应。

社区电商迎来了巨大发展机遇，生鲜电商也成

为行业风口。此外，无人超市、无人货架等迎

来更多的发展机会。

在金融科技行业，疫情使金融机构对智能

化服务的需求大幅增加。疫情发生后，金融线

下业务基本停滞，传统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大

大提速。随着近年来金融科技的发展，大部分

的金融活动都可以在线上完成，包括线上获客、

数字营销、智能风控、智能客服等。央行在疫

情期间试点远程开户，由此推动线上金融服务

的推出。

此外，科技企业与金融机构深度合作，不

但向金融机构持续输出金融科技技术、产品和

解决方案，还开始打造金融科技开放平台，利

用数字科技连接金融机构和实体企业，推动金

融数字化和产业数字化的共同进步。此外，数

字化发展措施让金融科技的落地场景越来越多，

并且催生了新的业态，如资管科技、保险科技等。

智能城市方面，新基建让智能城市互联互

通，构建起城市级数据中心，打破交通、规划、

环保等各个部门的数据孤岛，使其更高效地沟

在政策支持与市
场驱动下，中国
互联网信息科技
飞速发展，大数
据、人工智能、
云计算、区块链、
5G 等数字科技
手段已成为推动
社会经济发展的
新动力，自主技
术创新成为经济
发展的关键。

（作者系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数科首席经济学家、
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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