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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fundamental requirement of socialism is to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with the goal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we are constantly exploring this road. Achiev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s the top priority in realizing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and China’s economy is also in a stag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Digital economy has strong innovation, strong penetration 
force and wide coverage. Therefore, digital econom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notation of digital economy and common prosperity an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m, and combines with the typical case 
of Yiwu to buil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common prosperity demonstration area through digital reform, puts forward policy 
suggestions	for	digital	economy	to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and	finally	draws	conclusions	and	research	and	pro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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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是要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促进共同富裕，而我们正在不断探索着这条道路。实现高质量发展，是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第一要务，当前中国的经济也正处于高质量发展阶段。数字经济的创新性强、有很强的渗透力并且
覆盖面也很广，因此，数字经济对促进共同富裕有着重要的作用。论文论述了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的内涵及两者之间的联
系，并结合义乌通过数字化改革打造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典型案例，对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提出政策建
议，最后得出结论并进行研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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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与文献综述

党的十九大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满足人们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

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本质是要满足人民美好的物质与精神需

求，这就要求我国经济、社会和现代生产方式的发展要把重

点放在解决发展不均衡和不完全的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

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

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

规划》中，将数字服务作为一项新的发展战略，为广大群众

提供更多的优质生活方式。数字化方式能够突破时间和空间

的壁垒，为人民的日常生活提供了便利，并能更好地适应人

们的个性化需求。数字经济的发展使人民真切感受到了实实

在在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大力发展数

字经济，加强其与实体经济更深层次的结合，建设具有全球

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经

济的蓬勃兴起，给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带来了新的力量和发展

路径。要抓住机遇，加快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实现宏观经

济稳定增长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促进实现高质量发展，为

2035 年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

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

坚实的经济基础 [1]。

目前已经有很多文献对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共同

富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厘清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关系以及路径实现。师博和胡西娟（2022）认为实现权利平

等、机会均等的基础是新发展阶段的共同富裕，其本质是实

现全民物质和精神层面的不断充实。韩文龙和袁艺清（2022）
认为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创新驱动、绿色低碳、高水平对外开放、数字技术赋能、公

平分配等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也是推动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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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艾小青和高洪桥（2022）指出数字经

济要实现共同富裕，既要促进数字和产业的高度融合，又要

努力消除地区和城乡间、企业和人与人之间的数字鸿沟，让

收入分配与数字经济发展之间协调共生，实现公平分配。石

琳娜和陈劲（2022）提出数字经济对促进人类社会的繁荣具

有重要意义，但也面临着诸如数字鸿沟、结构性就业矛盾、

社会信用等问题。但是，在整体上，数字经济对促进共同富

裕的利大于弊。还有学者认为数字经济的发展与促进共同富

裕之间是“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两者的辩证思考。

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存在着密切关联，经济高质量发

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

求和重要保障。论文对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的内涵进行探

讨，厘清两者之间的联系，论文从义乌创建共同富裕示范区

的经验出发，对实现共同富裕中的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给出

若干对策，得出结论并进行研究展望。

2 数字经济、共同富裕的内涵与内在关联

2.1 数字经济
加拿大学者塔普斯科特在《数字经济：智力互联时代

的前景与风险》一书中首次提到了数字化经济的理念，他认

为，数字经济是能够将智能、知识、创新等因素联系在一起

的技术、智能机器和创新，从而促进人类的进步和人类的富

裕。随着经济、技术发展的迅速发展，数字经济的概念也发

生了变化，并具有了新的时代意义。在实现中国现代化进程

的新阶段，必须加速发展数字经济，推动中国经济的高水平

发展。论文在参考国内外有关资料的基础上，指出了中国数

字经济能够从以下角度促进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2]。

2.1.1 数据
当前进入数字时代，任何数字化技术都需要依托数据完

成，数据是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根本，如今生产生活

方式以及社会治理方式的改变就是基于数据规模庞大、种类

繁多、价值密度高的特点。我们需要建立数据资源标准体系，

在数据的采集、储存、应用、加工、传输等方面，必须从数

据的实际需求出发，不断提高数据的品质，以适应各种数据

特征，大力发展专业化、个性化数据服务，满足各领域的数

据需求，实现数据资源高质量供应。在此基础上，对现有的

数据库进行了改进，使其能够充分地开发和使用有限的数据。

2.1.2 技术
要以国家战略目标为指导，确定重点和关键技术的突破，

强化科技领导，提高科技创新的实力。在目前高速发展的进程

中，单纯依赖现有技术难以达到目标，必须在量子信息、网络

通信、集成电路、关键软件、智能硬件等战略性先导领域进行

自主创新，有针对性地开展高端芯片、操作系统、人工智能等

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注重原始创新，重点突破“卡脖子”难题。

2.1.3 治理
数字经济的合理运用可以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但如果运用不当，在数字经济中就存在着违法的风险。为此，

必须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数据安全管理、风险评估和认

证等相关制度。加强对个人资料的法律保障，完善技术法规

管理制度，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保障市场主体、从业人

员和广大用户的合法权利。要把推动发展和规范统一起来，

强化对数字经济的监督。构建多层次、立体化监管体制，将

监管与治理贯穿创新、生产、经营、投资全过程，实现事前、

事中、事后全链条全领域监管。要进一步加强社会监督、媒

体监督和公众监督，建立健全行业自律管理制度 [3]。

2.2 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的内涵有“共同”与“富裕”两层，其中“共同”

指的是逐步缩小地区、城乡、群体之间的差异，处理好发展

的不均衡，而“富裕”指的是人们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的满

足。共同富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顺应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

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要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

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共同富裕是要做好“做大蛋

糕”和“分好蛋糕”两件事，他不是平均主义，是通过深化

改革和创新来激发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以增加

经济总量，增加社会生产力，让“蛋糕”越来越大，并在公

平公正的前提下，将这块“蛋糕”分好 [4]。

2.3 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的内在关联

2.3.1 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
“富裕”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要求，包括物质和心理上

的丰富，高质量发展最基本的目标是要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求。数字经济以其需求端的报酬增长为基础，对

国民消费结构和消费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几年，新的

消费业态、新模式以网络购物、网络直播、数字娱乐、在线

教育、在线医疗等形式快速发展，并在个人和家庭消费支出

中的占比不断提升，同时，数字化也在无形中改变了消费者

的购买行为，使传统的消费者逐渐走向线上化、虚拟化、分

散化，从而带动了供应的变化。随着中国经济建设的不断深

入，人们对未来的美好愿望也越来越迫切，以新的数码产品

为标志的消费需求不断提升已成为必然趋势。两方面的结合

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助于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人

们创造出更多高品质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5]。

2.3.2 数字经济可以促进共同富裕
①数字经济可以缩小地区和城乡差异。区域与城乡发

展的差异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只有保证区域与城乡

发展的平衡，才能为个人层次上的全面小康建设奠定坚实的

基础。我国东西部发展的不均衡主要表现在发展环境、发展

领域和发展模式等方面的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

为：由于工业结构差异导致经济发展不平衡。数字经济可以

大幅度降低东部和西部科技之间的技术传递与传递费用，加

速中西部的数字化基础建设，打破中西部工业的升级障碍，

利用数码科技等高科技手段，促进中西部的产品、特别是特

色产品的升级。而在数字经济的带动下，农民、中间批发商、

经销商等渠道的飞速发展，打通了农产品的多环节、高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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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流通模式，使得农产品市场信息能够快速准确地到达各个

节点，这对助力乡村振兴、实现脱贫攻坚起着重要作用。

②数字经济可以缩小人群间收入差距。目前，我国城

乡居民的收入分配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城乡居民的收入分配

体系还不够完善，按照要素的贡献来参与分配的市场运行也

不够充分。互联网的普及让知识的获取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

限制，降低了信息的不对称性，将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不完整

性降到最低。数字经济的这种特性能够有效改善落后地区学

习资源匮乏的问题，这就大大促进了落后地区人力资本的累

积，这对贫困地区的就业和人力资源的垂直迁移具有重要的

意义。此外，数字经济还可以降低创业者的门槛，刺激企业

家的积极性，拓宽企业的经营途径，他不再拘泥于传统的工

作模式，而是创造了更多的服务于数字经济的工作岗位，而

且由于数字技术的随时性，工人的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

作内容、雇佣期限等都变得更为灵活，这必然能够使技术水

平较低的工人得到更多的工作，并使其获得较大的收益，进

而减小了各层次人员之间的工资差距 [6]。

3 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的政策建议

3.1 加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缩小数字鸿沟
在“十三五”时期，中国成功完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

的光纤和移动宽带网络的建设，基本完成行政村通光纤和

4G 网络全覆盖，同时开启了 5G 网络规模商用服务，基本

完成了“降费提速”，这表明中国的网络供给以及服务能

力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群众受益于网络服务的低价高速，

这些都为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但与世界其他发

达国家相比，中国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存在不充分

的弊端，而且也存在东西部地区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分布

不均衡的问题。除此之外，更引人注目的是存在一部分群体

特别是老年群体，仍然无法从中国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中受

益，因为他们对于数字工具和技术使用的知识与经验不足。

因此，要使数字经济继续健康发展，就必须解决数字经济基

础设施利用不足的问题，缩小“数字鸿沟”的关键是提高老

年人口、弱势群体以及一些其他群体使用数字工具的能力。

3.2 增强数字核心技术，鼓励创新创业
要加强基础研究，注重原始创新，以基础研究的进步推

动战略技术产品的突破性原始成果和重大突破，实现数字技术

基础研发能力的飞跃。经济发达地区可以通过充分振兴经济相

对较不发达的西部地区在空间上难以移动的土地和自然资源禀

赋，释放生产力，投资于加强数字核心技术领域的自主创新。

他们还可以围绕数字产业、智能产业和云计算等新产业链布局

创新链。除了东西部协同发展以外，农村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

“洼地”，是数字经济渗透发展的着力点。尽管我们已经按时、

全面地实现了脱贫目标，但是还必须建立起一套有效的机制和

措施来保证脱贫的长期效果。许多在一线、二线城市获得了成

功的经营模式，在农村地区却很难通过简单的模仿而获得同样

的成功。在下沉市场中，还需要本地人根据自身的实际需求进

行数字化的工业发展，从而增强其创业创新的能力。“稳定就

业”是创业创新的先决条件，而在“数字经济”等关键领域中

新增的新岗位，迫切需要有相应的技术和专家的支持。虽然数

字经济有着超出工业自身的吸引力，但仍需要引入大量的人才，

以促进农村地区的发展和发展 [7]。

3.3 规范数字经济相关制度，促进经济发展
要强化对数字平台的监督管理，要根据其发展的规律

和发展趋向，对其进行规范，并在前期利用监管平台进行整

合，以解决“信息瓶颈”，实现公平的审核；通过技术手段

实现对平台的管理和管理，厘清平台的市场主体的职责和义

务，通过行业自律的方式对其进行制约；运用数码技术对平

台的市场运作进行抽查，并进行适时的纠正，构建起科学、

依法、动态的平台市场监督机制。建立和完善数字经济中的

公正竞争规则体系。要消除网络上的“二选一”“大数据杀

熟”等不良竞争现象，遏制网络平台的独占和资金的滥用，

从而促进数字经济的公平竞争，维护数字经济的正常运行。

完善数据安全管理、风险评估和认证等相关制度。加强对个

人数据的法律保障，建立完善的技术法规管理制度，促进数

字经济健康发展，保障市场主体、从业人员和广大用户的正

当利益，为我国的高水平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8]。

4 展望

论文从数字经济和共同富裕的内涵及其内在关联为切

入点，结合义乌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成功案例，得出数字经济

主要通过为共同富裕提供物质基础、缩小地区和城乡差异以

及缩小人群间收入差异促进共同富裕，对数字经济在高质量

发展下促进共同富裕提出政策建议，要完善数字经济的基础

设施建设、增强数字经济核心技术创新能力、规范数字经济

相关政策和制度。总体来看，数字经济对于共同富裕起着决

定性作用，但本文的研究仅仅基于文献研究，且分析的角度

具有局限性，因此展望未来，还可以搜集相关数据进行实证

研究，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研究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直

接影响，并且拓展分析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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