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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data has become a new factor of production, which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raditional industries has spawned a number of new industries. The digital economy 
promotes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and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spatial layout. In the age of digit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is more intense. National economic governance needs to make full use of data resources to 
improve the scientific and accurate decision-making.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challenges of national economic governance 
in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and propose corresponding innovative strategie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digital economy, combined with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national economic governance, it provides useful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national economic governance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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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新型生产要素，对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催生了一批新兴产
业。数字经济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对空间布局产生重要影响。数字经济时代，国际竞争更加激烈。国家经济治理需要
充分利用数据资源，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精准性。论文旨在探讨数字经济时代国家经济治理面临的挑战，并提出相应的创
新策略。通过对数字经济特点和发展趋势的分析，结合国家经济治理的理论和实践，为提升国家经济治理能力提供有益的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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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

增长的新引擎。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数字经济的发展，将其作

为国家战略，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数字经济时代下，国

家经济治理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如何创新国家经济治理

体系，提高治理效能，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2 数字经济时代下国家经济治理面临的挑战

2.1 传统经济治理模式的局限性

2.1.1 治理理念滞后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传统经济治理模式在理念

上逐渐显现出滞后性。一些政府部门在制定政策、规划发展

时，未能充分认识到数字经济的重要性，导致政策制定与实

施效果不尽如人意。

2.1.2 治理手段单一

传统经济治理模式主要依靠行政手段、法律法规等手

段进行管理。然而，在数字经济时代，这些手段在面对复杂

多变的市场环境时，往往显得力不从心。治理手段的单一性

使得政府难以应对数字经济带来的新问题。

2.2 数字经济带来的新问题

2.2.1 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然而，数

据安全与隐私保护问题日益突出。一方面，企业为了追求商

业利益，可能泄露用户隐私。另一方面，政府监管难度加大，

难以有效保障数据安全。

2.2.2 数字鸿沟

数字经济时代，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之间的数字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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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愈发严重。一些地区和群体由于基础设施、技术能力等

方面的限制，难以享受到数字经济带来的红利，导致社会不

平等现象加剧。

2.2.3 新兴业态监管难题
数字经济时代，新兴业态层出不穷。这些业态往往具

有跨界、融合等特点，给传统监管模式带来很大挑战。如何

有效监管新兴业态，确保市场秩序和消费者权益，成为政府

面临的一大难题。

3 数字经济时代下国家经济治理创新的策略

3.1 更新经济治理理念

3.1.1 强化数字化思维
国家经济治理部门要充分认识到数字经济在推动经济

增长、提高生产效率、优化资源配置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将

数字经济作为国家经济治理的重要抓手 [1]。加大对 5G、物

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型基础设施的投入，为数字经济

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引导传统产业加快数字化、网络化、智

能化改造，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建

立健全数据资源管理制度，加强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保护，

促进数据资源合理利用。

3.1.2 注重创新驱动
提高科技创新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加大对基础

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创新的投入，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创新型企业。完善科技创新激励机制，激发科研人员的

创新活力，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构建开放、协同、高效的创

新体系，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

高地。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培育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

创新型企业，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3.2 完善经济治理体系

3.2.1 建立健全数字经济法律法规
制定数字经济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数字经济的发展方

向、原则和目标，为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2]。完

善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网络安全等方面的法律法规，

确保数字经济在安全、合规的环境下发展。加强知识产权保

护，鼓励创新，激发数字经济领域的企业活力。建立健全数

字经济监管体系，明确监管职责，提高监管效能。

3.2.2 加强跨部门协同治理
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加强各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作，

形成合力，共同推进数字经济治理。明确各部门在数字经济

治理中的职责，确保各部门在治理过程中各司其职、相互配合。

加强信息共享，实现数据资源整合，提高治理效率。推动政府、

企业、社会组织等多方参与，形成多元化治理格局。加强国

际合作，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提升我国数字经济治理水平。

3.3 提升经济治理能力

3.3.1 加强数字技术应用
推动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提高产业智能

化水平。通过引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

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加强数字基础设

施建设，提升网络速度和覆盖范围，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

有力支撑 [3]。加快 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

施建设，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政府治理

数字化转型，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精准性。利用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政府决策的智能化、精准化，提高公

共服务水平。

3.3.2 培养数字经济人才
加强数字经济人才培养，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通过优

化教育体系，增设数字经济相关专业，培养具备创新精神和

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鼓励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开展

产学研合作，促进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紧密结合。通过校企

合作、项目合作等方式，为学生提供实践机会，提高其就业

竞争力。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引进国外数字经济领域的优

秀人才。通过人才引进，提升中国数字经济领域的研究水平

和创新能力。

3.4 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

3.4.1 促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
加强政策引导，鼓励传统产业运用数字化、网络化、

智能化等技术进行改造升级，提高产业竞争力。加大对传统

产业数字化转型的资金支持，引导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和

服务，为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有力保障 [4]。推动传统产

业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深度融合，培育

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化企业。加强人才培养，提高传

统产业从业人员的数字化技能，为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

人才支撑。

3.4.2 培育数字经济新产业新业态
优化数字经济产业布局，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

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鼓励

创新创业，支持数字经济领域的企业发展，培育一批具有核

心竞争力的数字经济企业。加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提

升网络、数据中心、云计算等基础设施的覆盖范围和性能 [5]。

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育一批具有示范效应

的新产业新业态，如共享经济、平台经济、供应链金融等。

加强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数字经济治理，推动数字经济

规则制定，提升我国在全球数字经济中的话语权。

4 案例分析

4.1 中国数字经济治理的成功案例
在数字经济时代，各国都在积极探索和实施有效的数

字经济治理策略。近年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数字经济的发

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数字经济发展规划（2020—

2025 年）》等，旨在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在数字经济治理方面，中国取得了显著成效，如电子商务、

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领域的发展迅速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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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雄安新区全域物联感知赋能城市治理
雄安新区作为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通过实

施全域物联感知，实现了城市治理的智能化。雄安新区统筹

规划、适度超前的城市感知体系建设，确保数字城市与现实

城市同步规划、同步建设 [7]。基于全面感知的数据研判、决

策、治理一体化智能城市管理模式，提高城市治理效率。物

联网统一开放平台和视频一张网等平台的建设，实现感知设

备统一接入、集中管理、远程调控和数据共享。

4.1.2 上海浦东软件园打造数字经济产业生态圈
上海浦东软件园作为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通过多

措并举，打造了数字经济产业生态圈。贯彻国家数字服务出

口基地建设要求，发挥基地对数字产业的集聚与引领作用。

强化数字经济产业链建设，推动数字算力、数字算法等领域

创新。打造数字产业高地，实现数字服务出口额的持续增长。

4.1.3 国家创新体系视角下的数字平台垄断现象治理
针对数字平台垄断现象，我国从国家创新体系视角出

发，平衡鼓励平台健康发展与防止平台垄断之间的关系，确

保创新产出和反垄断规制间的协调。健全数字经济治理体

系，明确数字平台垄断现象治理的动态调节标准。创新反垄

断调节方法，建立数字平台垄断现象治理动态调节机制 [8]。

这些成功案例为中国数字经济治理提供了有益借鉴。在今后

的发展中，中国应继续深化数字经济治理创新，推动数字经

济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力量。

4.2 国外数字经济治理的成功案例

4.2.1 美国硅谷模式
美国硅谷是全球数字经济的发源地，其成功经验在于

构建了开放、创新、包容的数字经济治理环境。政府通过制

定灵活的政策，鼓励企业创新，同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

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4.2.2 德国工业 4.0 战略
德国政府提出“工业 4.0”战略，旨在推动制造业向数

字化、智能化转型。政府与企业合作，共同研发新技术，推

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创新，提升德国制造业的国际竞

争力。

4.2.3 日本“新增长战略”
日本政府提出“新增长战略”，旨在通过推动数字经

济发展，实现经济持续增长。政府加大投入，支持数字基础

设施建设，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培育新兴产业，提升

国家创新能力。

4.2.4 英国数字战略
英国政府制定《英国数字战略》，旨在推动数字经济

发展，提升国家竞争力。政府通过制定政策，鼓励企业创新，

加强数字技能培训，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数字经济发

展提供有力保障。

4.2.5 新加坡智慧国计划
新加坡政府实施“智慧国计划”，旨在通过数字化转型，

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政府投资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政

府服务、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数字化转型，提高政府效率，

提升民众生活质量。

这些成功案例表明，数字经济时代下，国家经济治理

创新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①构建开放、创新、包容的数

字经济治理环境，鼓励企业创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②加

大投入，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有力

保障。③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培育新兴产业，提升

国家创新能力。④加强数字技能培训，提高民众数字素养，

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人才支持。⑤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

数字经济带来的全球性挑战，推动全球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改

革。通过借鉴国外数字经济治理的成功经验，我国可以更好

地应对数字经济时代下的经济治理挑战，推动数字经济发

展，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5 结语

加强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数据质量和安全，推动

数据资源开放共享，为经济治理提供有力支撑。优化产业结

构，培育新兴产业，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高产业链供

应链现代化水平。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区域间优势

互补、协同发展，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积极参与全球

数字经济治理，推动构建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可持续

的数字经济国际秩序。加强数字经济领域法律法规建设，保

障数据安全、知识产权保护，维护市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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