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5

张 余

数字经济促进产业融合的机理研究

一、引言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

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的高速

发展，传统产业和经济发展步入

数字时代，数字技术推动着传统

产业和经济的发展与变革，数字

经济也被各国视为激发经济增长

的重要动力。我国近年来十分重

视数字经济的发展，习近平总书

记在杭州 G20 峰会上提出 ：“把

握创新、新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数字经济的历史性机遇，提

升世界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

2017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

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的讲话再次

指出 ：“全球 95% 的工商业同互

联网密切相关，世界经济正在向

数字化转型”，党的十九大报告

也明确提出“数字中国”和“数

字 经济”。 在 数 字 经济 的 推动

下，传统产业间牢固的壁垒出现

松动，不同产业间相互协作、相

互促进，使得产业融合成为必然

趋势。与此同时，产业融合也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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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成为传统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

的重要动力，能够有效推动经济

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更是开启中

国经济“新周期”的关键所在。

综上所述，研究数字经济对产业

融合的推动机理能够为促进产业

升级和优化经济结构提供一定的

理论价值。

二、文献综述

（一）数字经济

国内学者目前对数字经济做

过不少研究万晓榆（2019）、钟业

喜（2020）提出数字经济是以数

据知识和信息作为基本生产要素

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是继农业经

济、工业经济之后由数字技术发

展带来的能够有效推进创新、

促进融合的全新经济形态和经

济阶段。田丽（2017）、李伟娟、

柳杨（2019）提出数字经济的本

质是信息化，驱动力是新一代数

字技术，载体是现代化的信息网

络，核心特征是新一代信息技术

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金雪涛

（2020）认为数字经济与数字技

术、互联网的发展密切相关，作

为一种新的资源配置方式，在数

字技术的驱动下，通过与实体经

济的深度融合，有效促进了产业

技术创新和产业融合。

（二）产业融合

产业融合 最早由美国学者

Rosenberg 在 1963 年提出，他认

为技术创新使得产业边界逐步

模糊，进而促使产业融合得以发

生，1978 年 Nicholas Negroponte

以三圆重叠（三圆分别代表计算

机业、广播业和印刷业）的方式

引出了技术为基础的产业融合概

念后，各界开始广泛关注产业融

合，到目前为止学者对产业融合

的理论研究已经较为成熟，对产

业融合的定义也形成了较为统一

的观点。多数观点认为产业融合

是一种跨产业的经济现象，是指

由于技术创新、需求拉动、共用

资源、规制放松等原因不同产业

或同一产业内不同细分行业间相

项目来源 : 本文系重庆市永川区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研究课题——数字经济促进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

路径研究项目，编号 2019HXY015。

INDUSTRY 产经 2020 09



46

互延伸、渗透、融合而逐步形成

新产业的过程。

（三）数字经济与产业融合

目 前 学 者 对 数 字 经 济 与

产业融合的研 究并不多，常 征

（2012）、林庆康、吕华侨（2019）

从产业融合的视角研究数字经济

的发展。更多的学者则是研究数

字经济背景下具体产业的融合，

刘昭洁（2018）从数字经济的视

角出发，研究制造产业内部不同

产业的融合过程以及产业融合对

制造业产业结构和产业业绩的影

响，张伟东（2109）则是在数字

经济背景下分析制造业与现代服

务业融合发展的基础及融合过程

中存在问题，李玉清（2019）重

点探寻数字经济推动农村产业

融合的路径，金雪 涛、李 坤繁

（2020）在数字经济战略的格局

下，探究英国创意产业的融合与

发展。虽然学者们对数字经济背

景下不同产业间或相同产业内部

的产业融合过程、路径、存在问

题等进行了研究，但未从更为普

适性的视角研究数字经济对产业

融合的促进机理。

三、数字经济促进产业融

合的机理

（一）数字经济促进了产业

间的技术融合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大数

据、云计 算、人 工智能等 数 字

技术在不同产业领域发生着广泛

的渗透和应用，如车联网、智慧

城市、无人超市、智慧物流等，

数字技术已经成为不同产业的

关键性、通用性技术手段，进而

形成了产业间的技术融合。技术

融合将逐步消除产业间的技术壁

垒，使得不同产业间的技术、工

艺逐步走向同质化、替代性或关

联性，实现相关技术和工艺在第

二、第三产业间广泛应用，进而

改变产品和服务的技术特性及价

值实现方式，促使原有产业部门

更替，最终模糊不同产业间的边

界，形成不同产业间的融合。

同时，数 字 技 术广泛 应 用

于信息的收 集、处 理、传输和

存储。一方面，数字技术将相互

独立的电视、电话、传真、网络

等信息传播形态逐步融为一体 ；

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将文字、图

像、音频、视频等不同的信息载

体数字化，使得信息结构改变，

催生了新信息平台和传统企业平

台化的新生态。新平台和新生态

促使传统企业在供应链、研发、

生产、销售、售后等环节不断协

同发展，不同产业的企业充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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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相对优势，对资源、技术等进

行整合与配置，调整原有的生产

合作与经营服务方式，改变传统

产业组织形态，并发展出新的产

业模式和业态，实现不同产业间

的融合。

（二）数字经济催生了新的

需求市场

据最新发布的《中国互联网

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目前我国

网民规模已经突破 8.5 亿，数字

经济 规 模 达 31.3 万亿 元。数 字

经济在消费者和企业间架设起新

的沟通桥梁，催生了数字化的产

品和服务，改变了人们对产品和

服务的需求，将人们的需求从传

统的物质占有性需求转变为数字

化、多样化的服务需求 ；另外，

数字技术的创新也改变了传统产

业产品与服务的技术路线，进而

改变了传统市场的需求特征，促

进形成新的市场需求。

适应市场需求变化是产业融

合的根本动因，为满足消费者不

断变化的需求，各产业主体将改

变自身的产品及服务，向整套或

全套解决方案的方向发展，以满

足消费者消费数字化、多样化的

需求。而整套或全套的方案往往

意味着产品和服务是一站式、全

方位的，传统产业模式下的单一

产业显然无法满足消费者多样化

的需求，需要不同产业间的相互

分工合作，进而促进了二、三产

业的融合。

（三）数字经济有利于范围

经济的实现

企业通过跨产业合作获得的

净收益称为范围经济，产业融合

的推动者和主体是企业，而企业

的天性是追逐利益，只有当企业

通过跨产业经营能够获得净收

益，使其利润增加的情况下，企

业才会选择跨产业经营，进而促

进不同产业间的融合。

在数字经济的作用下，企业

的诸多生产要素实现了数字化，

同时数字技术的应用改良了企业

的供应链，使得企业供应成本降

低，数字技术的创新更是促进

了不同产业间的技术融合，一定

程度上避免了不同产业资产间的

排他性，进而增加了不同产业间

资产的通用性，降低了企业跨产

业经营的成本 ；同时数字经济催

生了消费者和市场的个性化、多

元化需求，推动着企业向产品服

务和经营方式的多元化发展，追

求范围经济。在成本和需求的双

重驱动下，数字经济带来的范围

经济能够有力促进企业跨产业经

营，推动产业融合。

（四）数字经济推动了外部

管制的放松

许多研究表明管制的放松

是促成产业融合的外在原因，如

西方国家对运输业管制的放松促

进了西方物流产业的融合发展 ；

美国政府放松对电信产业的管

制，促成了电信业和电视业的产

业融合 ；我国对现代服务业管制

的放松，推进了制造业和服务业

的融合，对物流业管制的放松，

促进了物流业内各产业的融合。

外部管制放松推进产业融合的

原因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

管制的放松可以降低企业进入

其他行业的壁垒 ；第二，管 制

的放松能够鼓励独立产业间通

过技术创新实现技术融合和范

围经济 ；第三，管 制放 松能够

促进新技术的溢出效益进而改

变相关产业的管 制情况。在全

球经济 数 字 化的大背景下，我

国政府鼓励数字经济与实体经

济的融合，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

指出“要促进推动互联网、大数

据、人 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

融合”，G20 大阪峰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再次提出“要促进数字经

济和实体经济的融合”，相应的

也 适当放松了部分 经济产业领

域的管 制，如知识产权共享领

域、现代服务业领域等。

四、数字经济促进产业融

合的突破口

数字经济通过促进技术的融

合、市场新需求的产生、范围经

济的实现及外部管制的放松推进

了不同产业间的融合。为进一步

有效发挥数字经济在产业融合中

的促进作用，基于前述分析提出

以下几点建议 ：

第一，合理放宽行业政策，

建立包容共建的市场管理机制，

为产业融合提供政策支持和制度

保障。在借鉴其他国家先进经验

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数字经济及

产业融合的发展情况，动态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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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政策，实现国家政策对产业

融合的支持 ；建立包容共建的市

场管理、监督、评价、反馈、检

验机制，同时在充分考虑政策、

制 度、 环 境、 技 术、 产 品、 企

业等因素的情况下，规范市场准

入，维持市场秩序，保证数字经

济与产业融合的良性互助发展。

第二，大力推动数 字经济

基础产业发展，加速数字技术

创新，促 进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

济的融合。将数字经济产业作为

基础产业不仅能够实现其本身

的快 速发展，同时还能通过与

传统产业的融合，助力传统产业

的转型升级，进而加速不同产业

间的融合，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生

机。

第三，鼓 励企业提升数 字

化 水平，抓住 数 字经济的新机

遇，有效推进产业融合。数字技

术的发展已经对传统企业造成

了一定的冲击，各产业主体需要

在技术、产品、服务、管理等方

面紧跟数字经济与产业融合的发

展，利用数字技术满足市场和消

费者的数字化、多样化需求，进

而反向促进产业融合的发展。

第四，推进数字技术人才供

给侧改革，为产业融合提供发展

动力。随着产业融合发展，必然

需要大量掌握数字技术和数字经

济发展规律的专家，引导产业融

合、数字经济的发展方向 ；同时

也需要更多的掌握不同产业技能

的跨界型、复合型人才，为产业

融合的发展注入动力。

五、结束语

数字经济作为全球经济发展

的新趋势，以其信息化、技术化

的特质在推进不同产业的融合过

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数字经济

通过数字技术促进了不同产业间

的技术融合，进而为产业融合提

供了技术基础 ；催生的新市场需

求为企业融合提供了根本动力 ；

数字经济带来的范围经济和外部

管制的放松为产业融合提供了前

提条件和外部环境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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