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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gital technology is constantly iterated and updated, gradually penetrating into different industries, prompting the digital economy 
to become a key factor in China’s future economic takeoff. From the overall aspect, the role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the market 
prediction,	 the	generation	of	demand,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and	other	issues,	 to	further	
optimize the industrial service system and help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view of this, the study explores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real economy through the promotion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real economy, through 
a series of problems arising from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in the process of analyzing and exploring the response methods and 
strategies, to assist the digital economy to better integrate organically and uniformly with the real economy, and to promote the stable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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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技术不断的迭代更新，逐步深入不同行业中，促使数字经济成为中国日后经济腾飞的关键因素。从整体方面来看，数
字经济对市场的预判、需求的产生、科研的发展、智能制造等问题的作用，进一步优化产业服务体系，助力产业结构转
型。鉴于此，研究通过对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探析，通过两者在结合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分析探索应
对方法、策略，协助数字经济更好地与实体经济进行有机统一融合，促进中国经济的稳定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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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应用，数字经济逐渐成为

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对传统实体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数字

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的融合不仅是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经

济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路径。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

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

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大智移云”为核

心的数字经济，已然成为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强劲驱

动 [1]。尤其自 2020 年 1 月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国，

使得实体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疫情也倒逼数字经济发

展，助力加快重塑经济新模式。

2 中国经济发展现状

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中等收入发展、以服务业为主

导的工业化后期阶段，面对人口持续增长、环境污染和消费

需求升级等状况，需将高质量作为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

要求。2020 年初，受到新冠肺炎影响，诸多传统产业被迫

停止运转，出现了消费热度下降、企业倒闭亏损等状况，致

使中国 GDP 下降。而实体经济作为维持经济平稳运行和发

展的核心动力，由于自身动力不足、不稳定环境因素及竞争

压力加大，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的速度与质量。在此背景下，

由信息经济逐渐发展的数字经济在生活中广泛应用，解决了

人们生活、供给结构性变革、生产环境治理等方面的障碍，

如网上办公、物资调控、智能防疫检测等，展现了其所具有

的强大动力 [2]。加之技术革新与产业变革，让数字经济在中

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不断提高，2021 年数字经济规模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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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45.5 亿元，产业数字化连续三年超过 80%，占据 GDP 比

重 32.5%，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3 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意义与重要性

鉴于此，基于目前发展面临的经济形势，如何突破发

展困境，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发展，成为当前亟须解决的问题。

对此，总书记明确提出，要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对经济发展的

作用。党中央也于“十四五”规划中指明了要把数字化发展

的速度提上来，加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有机结合，让经

济发展有了更清晰的方向。研究基于此背景下，探讨促进数

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研究，有着深远的意义。

3.1 理论意义
可以强化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研究理论。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任务是近几年所提出的，虽有学者

对此方面进行探析，大多数都是对实体经济、数字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关系探析，观点趋向一致性。对于数字经济和实体

经济融合发展过程的探索分析，深入分析二者融合的路径，

不仅能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还为两者的深度融合带来了强

大的理论依据，具有良好的理论指导作用。

3.2 实践意义
能科学合理地正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相融合后，对

经济发展的巨大意义与价值。人口结构变化与科学技术发展

进入平缓期，让中国实体经济增长趋势缓慢，且社会主要矛

盾转变，加快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则是新时代发展

的必然趋势。研究通过探析二者深度融合对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内涵，衡量二者发展水平并对地区差异实施比较，能客观

与科学地认识二者融合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价值。

能为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改变生活生产方式提供支

撑。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实现实体经济优化转

型的重要渠道，能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改变已有生产生活

方式。同时，也能在提升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国际竞争背

景下，发现两者在融合时出现的难题，然后针对问题找到解

决方法、应对策略，为政府制定数实深度融合发展规划，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推动作用。

3.3 重要性
提升传统产业竞争力：数字技术的引入可以提高实体

经济的效率和品质，增强竞争力。

推动新兴产业发展：数字经济的创新模式有助于培育

新兴产业，促进经济转型升级。

优化资源配置：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能够实现资

源的精准配置，提高整体效益。

4 数字经济发展状况

国外对数字经济的研究比较早，第一个提出数字经济

概念的是美国学者 Tapscott D，认为信息技术能促进全球经

济发展，成为人类发展的创新驱动力。Jorgenson 对该观点

进行证实，发现技术进步是增长经济的直接来源，也是资本

深化的间接来源。Zhou J 则认为市场广阔与劳动力资源丰富

的国家，能利用数字化与智能化为核心的技术，对传统产业

实施改造升级，获得更多的技术红利 [3]。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起步晚，是在 2016 年 G20 峰会

上所提出的。关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相互发展影响的研

究，丁志帆（2020）提出数字经济能让经济呈现高质量发展，

使成本逐渐降低，推动资源的高利用率。蔡跃洲（2019）等

人则认为人工智能独特特征能对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经

济的高质量发展依托于它。关于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研究，任柯颖（2023）等人提出需强化数字产权立法，发

挥政策支持效力，打造健全的保护体系，提高技术进步，并

强化人才培养与建设新型的数字基础设施。李娜（2020）结

合河北地区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进行研究，阐述

需积极适应二者融合发展趋势，发挥协同效应，发挥市场作

用及强化政府的引导作用，还要增强对人才的引进 [4]。

综上能看出，数字经济是驱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引擎，已有研究中也有丰富的基础，但现有研究中仍存

在一定的不足，如对二者深度融合的研究，仍侧重于发展意

义和理论层面，在宏观层面的定量研究少，多数是从产业视

角评价融合情况。数实融合是被作为国家战略任务，近几年

所提出的，缺乏了实证性的考察 [5]。因而，研究基于此层面

进行探析，旨在促进数实深度融合发展。

5 数字经济发展与实体经济发展的关系

第一，确定实体经济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根基。社会的

发展越来越离不开数字经济的应用，数字经济无论在产生还

是发展壮大，都基于实体经济，二者是相互成就的。

第二，数字经济为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带来一定的动

力源。电子商务在生产生活中的不断渗透，让数字经济成为

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关键部分，逐步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坚

实力量，同时也推动了国家或区域的产业结构整合、企业的

改革创新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

6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存在的问题

深入实际探析，了解目前数实经济深度融合中存在的

问题：

第一，缺乏合作融合标准化的制定。目前发展阶段，

缺少合作的标准，即使拥有标准，但过于零碎。

第二，缺乏了产权明晰的合作标志。没有强有力的发

展制约体系，容易暴露隐私信息、非法传播等问题。

第三，缺乏了跨界复合的融通人才。二者融合中出现

专业人才匮乏现状，知识融合发展出现诸多问题 [6]。

第四，缺少了精准差别的财政政策。数实经济深度融

合需要具备一定的政策支持，但对于数字经济界定、形态划

分、投入产出良好等问题仍需要解决，致使政策制定上具有

难度。

第五，研究角度的创新。当前对于数实经济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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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定位分析方面，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多数是基于单一经济角度展开探析的，缺乏了深度融合发展

角度上的市政探析。而研究通过基于数实深度融合的内涵，

探析数实深度融合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能丰富此方面

研究，并能让研究更全面与合理 [7]。

第六，在当前现有的研究中，大部分以二者的发展关

系为研究重点，其中对两者的发展有着不同的声音，且多数

是集中在全国范围内。而研究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

度融合发展的研究，对河北省地区的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

济深度融合发展进行探析，旨在能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路径。

此外，我们还面临着融合路径不清晰、数字化转型成

本高、数据安全隐患等问题，但同时在数字科技创新、人才

培养、政策支持等方面给我们带来了机遇。

7 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有效
策略

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对策：

第一，制定科学合理、规范化的融合标准。例如，以

标准引领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发展、健全完善数字经济行业融

合标准、出台数字经济统计评估体系。

第二，加强数字经济知识产权保护。例如，加快数字

经济融合发展保护力度、完善数字经济法治建设、加强工业

知识产权的保护 [8]。

第三，探索标准精细化的数字财税政策。例如，升

级改善现代税收管理政策方法、规范开放和创新数字金融

体系。

第四，加强人才培养，加快培育跨界复合型高端人才。

开展跨界人才的培育是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

的重要推动。例如，引进国际数字智能人才、探索新型产学

研跨界人才、支持混班学习交流机制。培养一批既具备数字

经济领域的理论基础，又能够掌握实体企业生产制造和工艺

流程的复合型人才。可通过选择一批高等院校和实体企业作

为试点的方式，进行“产学研”深度融合，充分发挥联合开

展跨界融合人才的培养工作。同时也要加强做好跨界人才培

养的后续支撑，推动构建多层次、全方位地将本科院校、高

职院校和成人院校都纳入培养体系中来的跨界人才培养模

式，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的人才队伍建设。

第五，推进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

济深度融合的原动力，支持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的技术

创新，构建数字经济的创新生态。政府和企业需要加大研发

力度，调动更多的可利用资源开展技术攻关，实现数字化关

键核心技术的研发，推动形成一批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领军

企业，使数字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加强产学研结合，鼓励支

持原创性研发和创新，围绕培育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实现产

业创新发展做文章。

第六，加强合作共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需要

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政府和企业需要积极参与到数字经济

和实体经济的融合过程中，推进双方的互补发展，建立数字

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良好合作机制。

第七，拓展市场空间。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需

要为其提供宽广的市场空间。政府应积极推进数字经济与实

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发展，加强市场监管和引导，促进市场繁

荣和经济增长。

第八，优化政策环境。政策环境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

济的深度融合有巨大影响。政府应积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制定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政策、规划和措

施，营造有利的政策环境。同时制定相关政策法规，规范数

字经济行为，保障数据安全 [9]。

8 结语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未来经济发展的趋势，

是当前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的进程中，需要采取积极有效的发展路径和策略，政府应

加强政策引导和支持，企业应加强合作与创新。需要政府、

企业和社会各方共同努力，共同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良

性互动，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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