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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将成国民经济半壁江山
文  |  江小涓

中国是数字经济发展相对较快的经济体，位列世界十大数字经济指数

最高的国家第九名，前十的其他国家都是发达国家。这个排名比我们的人均

GDP、社会发展指数、创新能力的全球排名都要更靠前一些。

过去十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很快，数字经济产值从 9.5 万亿元涨到了

35.8 万亿元，占 GDP 的比重从 20.3% 上升到 36.2%，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同期

GDP。“十四五”规划未对整个数字经济的增长速度和比重提出要求，而是

参照数字产业化的指标设定产业数字化相对增长速度，到 2025 年，产业数

字化的比重升到 40.4%，加上数字产业化的 10%，数字经济的比重将提高到

50.4%。如果增长顺利的话，数字经济就是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

按照“十四五”规划，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

将从 7.4% 提高到 10%。要完成这一目标，数字核心产业的增长将是经济增长

的 2.1 倍。从增量上来看，要有超过 70% 的贡献率才可以做到，这个指标具

有相当的挑战性。

从当下看，目前的数字平台或将面临天花板，似乎再扩量很困难，但我

们仍然有着超过 11 亿的在线消费者，可以开发出附加值更高、消费者获得感

更好的产品。从未来看，凭借新通信技术的发展、巨大的人口数量、庞大的

制造业基础、众多有活力的企业，中国数字经济（包括数字化消费）在内会

全面发力，展示出更好的增长空间。

“十四五”期间，数字经济带来的改变和影响主要体现在数字化消费、

数字化生产、数字化网链、数字化配置等几方面。

同时，数字时代是开源、开放的时代，是广泛链接的时代，我们要适应

数字经济以及这个时代的治理理念。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对数字发展要有新

的理念和举措，要促进新场景应用，统筹各方面推动共治，守住底线，提供

可持续的创新和发展环境。

首先，政府应该为应用场景培育环境。目前，外卖、购物、社交等通过

市场化的方式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是教育、医疗、文化、城市治理等

数字消费的新领域，是否允许新的技术快速进来，以及怎么处理效率和公平

等问题都对监管提出了挑战。其次，要平衡各方诉求。这一诉求主要是针对

数据问题，比如，个人信息数据安全和数字产业的发展相互制衡，如何在其

间找到平衡点，又能朝着一个有利的方向演进，这也是相关部门要引导各方

共同推进的工作。再次，要实现共治。现在平台的发展给大数据治理带来很

多挑战，需要强调的是，平台是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也是被治理的一方，

需要妥善处理二者的关系才能推动产业可持续发展。最后，要明确边界。中

国的数字产业、互联网产业在宽松的环境下快速发展了 20 多年，对于侵害公

共利益的技术和算法，一定要进行有效的底线管控和必要的监管，并通过讨

论等方式形成新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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