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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数字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度融合
王华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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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互联网 +”时代下，数字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融合越来越深入，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注入了活力，为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本文分析了促进数字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度融合的必要

性，剖析了二者深度融合中面临的困境，提出要加快数字化科技创新、培育数据要素市场、以数字技术加强市场监管

和完善市场信用体系，全面促进数字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度融合，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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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In the era of "Internet+", the integration of digital economy and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is becoming 

deeper and deeper, injecting vitality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new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nd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necessity of promoting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digital 

economy and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explores the difficulties faced in their deep integration, and 

proposes to accelerate digit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ultivate the data element market, strengthen 

market supervision with digital technology, and improve the market credit system,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digital economy and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and advanc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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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这一背

景下，政府要积极促进数字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度融合，加快跨境电商、数字媒体和直播带货等新兴产业发展，借助人工智

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加强对数字经济的监管，确保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同时，政府还要加快数字化科技创新，加快科研成果转化，为实

体经济增长注入活力，激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力，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序、健康、可持续发展。

一、新时代下促进数字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度

融合的必要性

（一）应对全球经济数字化转型的必然选择

促进数字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度融合，是应对全球经

济数字化转型的必然举措，也是提高中国企业科技竞争力和国际

竞争力的重要渠道 [1]。人工智能、云计算和大数据等前沿数字科

技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促进了我国

工业机器人、无人机、无人驾驶和5G技术等产业发展，加快了我

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完善了产业价值链。此外，二者融合促进了

各行各业发展，例如大数据支持精准营销、人工智能赋能跨境电

商直播等，为各行各业数字化转型奠定了良好基础，为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 [2]。

（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客观要求

一方面，数字经济可以优化工业制造业生产流程、降低生产

成本，衍生出智能制造、物联网等新兴产业，并通过数字化平台

营销产品，从而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二者融合促进了

产业链、供应链升级，促进供应链、价值链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合

作，促进企业协同发展，从而提高中国企业科研能力和国际竞争

力，让中国企业、中国品牌走向世界 [3]。因此，二者融合有利于

孕育出数字产业集群，优化市场资源、数据资源配置，重构供应

链、产业链和价值链，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4]。

（三）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

数字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度融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发展打开了新思路，促进了制造业、农业、服务业等产

业转型，也创造了更多就业岗位。例如数字技术可以帮助企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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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准确分析市场动态，科学调整生产计划和供应链，从而提高

企业市场风险抵御能力；通过电子商务平台销售农产品，打开农

产品销路，帮助农民提高农产品经济价值，促进乡村振兴建设，

加快解决“三农问题”[5]。总之，二者融合促进了市场资源优化配

置，帮助企业合理规划生产规模、扩大产品销售平台和范围，赋

能乡村振兴建设，加快实现共同富裕，为促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

展提供强劲动力。

二、数字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度融合中面临的
挑战

（一）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发展不平衡

首先，由于不同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导致数字

经济与市场经济融合不平衡。当前，我国一线城市与省会城市数

字经济较为发展，数字经济基础好，带动了智能制造、跨境电商

和直播带货等产业发展，吸引了国内外众多投资，为市场经济发

展注入了活力。但是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基础薄弱、高尖端人才

短缺，数字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增加了数字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融

合 [6]。其次，城乡之间数字经济与市场经济融合也不平衡，城市

网络覆盖面积广、物流体系比较完善，电商产业、智慧物流等产

业发展迅速，而农村网络信号偏弱、物流网点少，难以吸引优秀

人才，导致城乡“数字鸿沟”日益明显，拉大了城乡经济差距。

（二）数据要素流通不畅通

数据要素是数字经济大核心，也是驱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

展的新引擎，具有共享性和非消耗性的特点。但是目前我国数字

经济产业数据要素流通受阻，阻碍了数字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深度

融合。第一，不同企业、不同行业之间存在数据壁垒，数据要素

无法共享和流通，导致实体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难以精准把握市

场动态、行业科研成果，影响了产品研发、市场营销质量，无形

中影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 [7]。第二，数据交易机制、数字

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不完善，影响了科研成果转化，也影响了供需

双方数据交易，难以有效保护科研人员、科研院所知识产权，影

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

（三）技术创新能力不足

我国数字经济转型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仍然存在技术创新

能力不足的问题，部分高新技术产业深受“卡脖子”的困扰。其

一，我国在高端芯片、核心算法和智能制造等核心技术上与发达

国家还有一定差距，部分精密零部件仍然依赖国外产品和技术，

突破核心技术难题是数字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融合中要解决

的问题之一。其二，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比较低，影响了数字经

济与市场经济的深度融合。我国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滞后，科研

成果难以迅速转化为企业生产力，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不健全，导

致科技成果难以快速转化为实体经济发展所需的技术和产品 [8]。

三、数字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度融合路径

（一）加快数字化科技创新，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

首先，政府要坚持以数字经济驱动创新，促进高校、科研院

所和企业之间的合作，设立科研专项资金，鼓励科研人员攻克核

心技术，增加科研成果数量，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更多应用

场景和创业机遇，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例如政府要积极促

进高校、科研院所和高新技术企业合作，凝聚科研人才，集中力

量攻克光刻机、芯片和精密零部件加工等技术难关，完善产学研

用体系，及时为科研院所、科研人员申请专利，加快科研成果转

化速度，赋能我国制造业、软件业发展，提高中国企业科技创新

力和竞争力 [9]。其次，政府要积极完善科研服务体系，鼓励第三

方科研服务机构参与数字经济发展，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

系，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帮助科研人员、科研院所解决发明专利

申报、知识产权保护中遇到的问题，让他们把更多精力放在科研

工作上。同时，第三方服务机构可以积极推广前沿科研成果，例

如无人机、智能机器人、智能家居等新成果、新产品，既可以帮

助企业引进具有竞争力的新产品，又可以促进市场经济发展，从

而促进数字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度融合 [10]。

（二）培育数据要素市场，深化市场经济改革

各地政府要不断完善数据要素市场，激活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规范数据要素交易规则、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依法依规、

高质量发展 [11]。第一，政府要完善数据收集和加工制度，推动数

据要素市场跨地域、跨地区发展，明确市场准入机制，支持各类

市场主体依法依规开展产业链、供应链全周期数据采集、整合和

应用，打破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之间的“数字鸿沟”。例如相关

部门要建立数据管理平台，鼓励国有企业、合资企业、中小微企

业等主体进行数据要素合作，对各行各业数据进行清洗、筛选、

管理，促进不同主体之间的数据交易，实现供需双方的双赢。但

是政府要做好对敏感数据的脱密和加密处理，对国有企业、核心

技术等数据进行保密，并加强对相关企业的监管，保障数字经济

安全发展。第二，政府要完善数据资产交易机制，明确不同产业

数据定价和分配机制，建立智能化数据资产管理目录，积极促成

供需双方合作，推动数字资源转化为数字资产，为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提供融资和技术支持 [12]。例如政府可以建立数据交易平台，

提供数字资产估值、登记、交易、仲裁等服务，让各市场主体进

行线上交易，优化数据资源配置，帮助企业根据数据做出正确决

策，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三）加强数字经济监管，完善市场经济监管体系

数字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度融合背景下，政府要加强

数字经济监管，明确市场准入标准，保证市场竞争公平性，扎实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例如政府要推进公共资源

交易电子化建设与监管，依托于电子政务平台、大数据与人工智

能技术，及时发布公共资源交易信息，明确交易双方身份认证标

准、资质审核标准和电子签约保障条例等，构建全新的线上交易

新模式，从而打破地域、地区之间的限制，促成实体企业与科研

院所、线上营销平台之间的合作 [13]。这一过程中，政府要借助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构建“互联网 +”监管体系，对线上交易过程

进行全程监督，杜绝出现“暗箱交易”，从而促进公共资源交易

的公平公正性。此外，政府要积极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规范数

字经济监管，深化“放管服”改革，促进工商、税务和商务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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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数据共享、互认，实现透明、公正执法。例如金融监管部门

要联合银行开展数字金融监管，对大额交易、跨境交易等进行监

管，配合防电信诈骗，保证企业和个人资金安全；加强对网购、

直播带货平台监管，打击假冒伪劣产品、虚假广告等非法行为，

依法保证消费者权益，规范电商平台、直播带货产业发展，营造

良好营商环境，吸引更多实体经济投资，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14]。

（四）完善社会信用体系，维护市场经济秩序

完善、科学的社会信用体系是促进数字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深度融合的重要保障。因此，政府要积极引进大数据、人工

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借助数字技术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加强

对各市场经济主体的信用审核，维护市场经济活动的有序开展。

第一，政府要利用大数据技术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全面、实时采

集企业与个人社会信用信息，为市场交易、金融业务审批等提供

参考，帮助企业、个人或政府部门甄别失信人员或违规经营企

业，保证企业交易中的资金安全。例如金融部门、政府部门可以

共享企业纳税、贷款等数据，及时更新企业相关数据，科学评估

企业经济效益和抗风险能力，解决数字经济下信息不对称带来的

资金与道德风险 [15]。第二，政府部门要积极引进区块链和人工智

能技术，通过区块链去中心化的特点建立更加安全的社会信用体

系，加强对企业、科研院所等重点对象的数据保护，避免数据被

窃取或泄露，便于智能化识别企业经营风险，进一步促进数据交

换共享，从而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例如政府部门可以对跨境

电商、进出口等重点行业进行监管，通过区块链分析企业资金往

来、经营活动，及时发现他们经营中存在的问题，督促他们进行

整改，维护好市场经济秩序。

四、结语

总之，“互联网 +”时代下，数字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

度融合是必然趋势，也是我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也

是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动力，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政府要加快数

字化科技创新，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促进5G技术、光刻机和机器

人等产业发展，培育数据要素市场，打破行业之间、地域之间的

“数字鸿沟”，深化市场经济改革，加强数字经济监管，完善市场

经济监管体系和社会信用体系，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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