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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时代浪潮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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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字经济时代是工业经济后的更高阶段 

1、关键技术创新是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 

•农业经济经历了几千年 

•18世界60年代，发生在当时的全球经济强国英国的第一次工业

革命拉开了工业经济的大幕，并持续了200多年时间 

•机器制造（自动化）技术创新 

•电力技术创新 

•电子技术创新：半导体、通讯 

•信息技术创新：计算机、互联网 

一、数字经济时代浪潮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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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字经济时代是工业经济后的更高阶段 

•在新世纪前后，数字经济时代开启 

•电子信息技术迭代创新 

•智能技术（自动化技术的一个分支）创新 

•大数据技术创新 

一、数字经济时代浪潮涌动 

2、数字经济时代的驱动力量是数字技术 

•农业经济时代：劳动分工形成农牧业、手工业、商业 

•工业经济时代：专业分工形成细分业态，形成相对固化的供需结构，
并产生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带动数据流动、联通、累计，让数据成为

重要的生产要素和资源要素，引发工业经济时代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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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字经济是工业经济后的更高阶段 

3、数字经济的本质是信息化，核心是数据 

•信息技术体系不断发展和完善，呈现出清晰的信息化态势 

•多项信息技术体系中的分支技术汇集为数字技术 

•数字技术让分散的数据大数据化 

•大数据让智能社会成为可能 

•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是数字技术的重要特征，也是数字经济的

发展引擎 

一、数字经济时代浪潮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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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品 

新服务 

 

数字 

技术 

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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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字经济时代浪潮涌动 

（二）数字经济创造价值 

1、数字技术的大价值 

•智能化（TB）：智能制造、智能生产、智能管理…… 

•智能服务(TB+TC)：智能电网、智能支付、智能物流、智能外卖、智能购票…… 

•智能产品(TB+TC) ：智能手机、智能家居、智能穿戴、智能办公、智能监控…… 

•人工智能AI (TB+TC) ：AI医疗、AI驾驶、AI机器人、人脸识别…… 

2、大数据的大价值 

•大数据产业(TB+TC)  

•数据云(TB+TC)  

3、基于数字技术的新商业模式的大价值 

•平台、分享、共享（电子化）、“生产消费者”模式…… 

4、数字生态的大价值 

信息 

网络化 
智能化 

人工 

智能 

数据 大数据 数据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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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字经济时代浪潮涌动 

5、数字技术体系产生新产品、新服务、新模式、新业态，成为新经

济的新动能 

中国信通院于2018年12月份发布的《G20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17年，

美国数字经济规模11.50万亿美元，占GDP比重59.28%； 

中国数字经济规模4.02万亿美元，占GDP比重超过20%（34.8%）； 

日本数字经济规模突破2.0万亿美元，占GDP比重超过20%（应为50%左右）； 

德国数字经济规模突破2.0万亿美元，占GDP比重61.36%； 

英国数字经济规模1.68万亿美元，占GDP比重60.29%； 

法国数字经济规模1.04万亿美元，占GDP比重超过20%。 

中国信通院于2019年4月份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 (2018年)》： 

2018年重国数字经济总量达到31.3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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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创新孕育经济领域重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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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字技术创新孕育经济领域重大变革 

（一）改变传统资源观 

1、传统资源观围绕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建立 

•自然资源的禀赋观 

•社会资源的资本观 

•有形社会资源：人、财、物、土地等 

•无形社会资源：技术、知识、信息、组织、社会关系等 

2、数据是一类重要的资源 

•数据基于数字技术可以集成为大数据 

•“谁掌握了数据，谁就掌握了主动权” 

•围绕先进数字技术展开竞争 

提升效率 
创造价值 
促进创新 
引领进步
隐私保护 
国土安全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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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字技术创新孕育经济领域重大变革 

（一）改变传统资源观 

3、技术导向的大数据资源观 

•基础架构层 

•网络：大网套小网、网网关联 

•网络节点 

•节点连接互动 

•技术体系层 

•核心技术 

•配套技术 

•相关技术 

•应用市场层 

•市场规模 

•市场服务 

•生态治理层 

•制度 

生态治理层 

传统资源能力→
大数据资源能力 

应用市场层 

传统市场→数字市场 

技术体系层 

传统产业技术→数字技术 

基础架构层 

传统基础设施→网络 

（互联网、物联网网、平台网络等等） 

工业互联网 
光伏云 
能源互联网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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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字技术创新孕育经济领域重大变革 

（二）创造经济新动能 

1、技术创新 

•数字产业化 

•信息产业的广义范畴 

•产业数字化 

•赋能传统产业 

2、技术和管理创新相融合 

•产生新的商业模式 

•产生新的生态 

3、融合创新形成数字生态 

•新的分工 

•新的关系 

•新的治理 

新产业
体系 

新业态 

新产品
新服务 

数字 

资源 

快递 
配送 
分布式新能源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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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字技术创新孕育经济领域重大变革 

（二）创造经济新动能 

4、数字经济释放新动能 

•新产业体系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地区经济发展 

•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产业
体系

新业态

新产品
新服务

数字

资源

新产业
体系

新业态

新产品
新服务

数字

资源

新产业
体系

新业态

新产品
新服务

数字

资源新产业
体系

新业态

新产品
新服务

数字

资源

新产业
体系

新业态

新产品
新服务

数字

资源

新产业
体系

新业态

新产品
新服务

数字

资源

新产业
体系

新业态

新产品
新服务

数字

资源

新产业
体系

新业态

新产品
新服务

数字

资源

新产业
体系

新业态

新产品
新服务

数字

资源

数字技术 

数字产业
新体系 

数字 
新经济 

数字经济
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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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字技术创新孕育经济领域重大变革 

（三）解放劳动生产力 

1、工业自动化 

•智能生产 

•智能制造 

•智能生产 

•等等 

•智能流通 

•智能仓储 

•智能供应链 

2、服务专业化 

•智能产品/服务 

•智能手机 

•智能家电 

•智能地图 

•等等 

•智能解决方案 

•智能电网 

•智能监控 

•智慧城市 

•等等 

•人工智能服务 

•AI医疗 

•无人驾驶 

•AI社交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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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字技术创新孕育经济领域重大变革 

（三）解放劳动生产力 

3、劳动力的价值实现 

•在简单、重复、危险、特殊的工作岗位实现对人的替代 

•部分替代不等于取代 

•部分替代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发挥人的专长 

•消费者是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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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字技术创新孕育经济领域重大变革 

（四）建立要素配置新理念 

1、大量分散的要素也可以实现规模化 

•工业经济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大规模 

•如果数字技术不经济，数字经济时代也不会到来 

•其一：由于技术进步，智能产品/服务实现了大规模 

•其二：基于数字技术，将连接分散的需求与供给连接，形成大规模市场 

 
A地少量 
零散供需 

B地少量 
零散供需 

C地少量 
零散供需 

E地少量 
零散供需 

F地少量 
零散供需 

G地少量 
零散供需 

D地少量 
零散供需 

G地少量 
零散供需 

数字载体 

A地少量 
零散供需 

B地少量 
零散供需 

C地少量 
零散供需 

D地少量 
零散供需 

E地少量 
零散供需 

F地少量 
零散供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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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字技术创新孕育经济领域重大变革 

（四）建立要素配置新理念 

2、要素配置可以突破地域的约束 

•网络空间的无限性实现了异地要素间的连接互动 

•数字交通加速要素流动 

•智能化有效协同各个环节 

电商 
微信 

携程 

互联网医院 

微店 
电子银行 

闲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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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字技术创新孕育经济领域重大变革 

（四）建立要素配置新理念 

3、单纯的生产者、消费者可以成为生产消费者 

•工业经济时代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有清晰的边界 

•数字技术能够让生产者和消费者合一（Prosumer） 

•生产消费者的重心在消费，消费者在消费的同时通过生产创造价值 

智能电网的
分布式电源 抖音 

闲鱼等平台的 

一些收藏类 商家 
滴滴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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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字技术创新孕育经济领域重大变革 

（四）建立要素配置新理念 

4、“跨界”可以有 

•工业经济时代强调专业化 

•数字经济时代的产业创新引领者很有可能是“外行” 

•途经一：技术有相通行，“外行”凭借专项技术优势“跨界”发展 

•途经二：智能管理能高效配置资源，“外行”凭借管理创新“跨界”
发展 

造车 

AI医疗、互联网医院 

智能手机 

双向“跨界” 故宫口红 支付宝和 

微信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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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字技术创新孕育经济领域重大变革 

（四）建立要素配置新理念 

5、“羊毛出在牛身上，猪买单” 

•形成巨大的消费市场（流量） 

•成功吸引第三方、第四方…… 

•主要的付费方不是第二方消费者 

•第三方、第四方……为拓展渠道而付费 

•拥有生态系统很关键 

今日头条 

微信 

APP 

平台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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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字技术创新孕育经济领域重大变革 

（五）重塑传统产业体系 

1、其一：新型服务业不断丰富，正在深化产业内部的专业化分工 

•数字技术释放新的服务需求 

•新型服务业成为产业新的价值点 

•供给推动和需求拉动双向作用，深化专业化分工 

AI医疗和互联网医院
变革医疗服务体系 

电商的成长变革物流业 

智能供应链管理 

加速工业供给侧变革 

智能电网 

变革能源产业 

智能制造解决方案 

推动制造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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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字技术创新孕育经济领域重大变革 

（五）重塑传统产业体系 

2、其二：新产品不断涌现，延伸产业链 

•具备智能功能的新产品 

•人工智能新产品 

•新老更替 

智能手机 智能家电 无人驾驶汽车 智能手表 智能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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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字技术创新孕育经济领域重大变革 

（五）重塑传统产业体系 

3、基于数字技术的新服务、新产品、新模式带动传统产业变革 

•价值链细化 

•产业链延伸 

•产业主体更为丰富 

•企业组织架构更加多元 

•主体间连接互动的方式转变 

手机制造 服装制造 自行车制造 食品商贸 餐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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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字技术创新孕育经济领域重大变革 

（六）重建经济格局 

1、产业新格局 

•企业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发生变化 

•传统领域的发展速度和市场规模增速明显减弱 

•新兴领域较快成长，形成规模经济 

能源生产 汽车制造 支付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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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字技术创新孕育经济领域重大变革 

（六）重建经济格局 

2、区域新格局 

•产业空间转移 

•数字崛起 

•区域一体化 

智能产品代工厂的
落户与搬迁 

贵州大数据 

基于数字技术
的广东制造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 

银川互联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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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字技术创新孕育经济领域重大变革 

（六）重建经济格局 

3、国际合作新格局 

•数字经济时代，中国快速发展成为数字大国，在部分领域是数字强国 

•美国、日本的人工智能领先，德国等国家的智能制造较为突出 

•数字技术积累和国内消费市场让中国在国际合作中占有重要地位 

技术 市场 

中国数字经济已深度嵌入全球数字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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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新技术激发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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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字新技术激发新模式（典型案例分析） 

（一）数字平台模式 

1、平台是在互联网环境下，依托数字技术发展的一种网络化组织形态 

•企业以平台为载体，集结有共同需求的组织和个人成为平台资源，

与产权并购、产业集群的空间集聚存在本质不同 

2、平台企业是构建、运营、管理平台的主导企业 

•平台企业是产生于数字经济时代的一类新型的微观主体 

•阿里巴巴、京东、腾讯、滴滴、丁香园等等都是典型的平台企业 

3、平台企业的资源分为企业的所有资源、企业的平台资源两类 

• 避免平台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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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字新技术激发新模式（典型案例分析） 

（一）数字平台模式 

4、平台企业的客户有明确定义 

•即有B端，也有C端 

•既有供需客户，也有补足品客户 

•首先是平台的客户，利用平台与其他节点连接互动 

•同时，与平台合作，完善平台的服务功能 

5、平台企业的业务是为平台的所有客户提供服务 

•平台企业不参与B端和C端的连接互动 

•电网：多渠道买进，再多方卖出，貌似一张网，其实是“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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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字新技术激发新模式（典型案例分析） 

（一）数字平台模式 

6、平台网络的边界远大于平台企业的边界 

•平台企业和传统企业一样，内部可调动的资源是有限的 

•平台网络的可配置资源却是无限的 

•平台网络同样具有网络效应 

•节点越多、节点连接互动越繁和密，效应越显著 

•网络效应显著有助于吸引更多的节点资源（流量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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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字新技术激发新模式（典型案例分析） 

（一）数字平台模式 

7、平台发展汇聚为平台经济，正在成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 

•“以智能技术为支撑，以数据化的数字平台为基石，以聚合器为

利器，通过聚合数量众多且零散的资源、连接具有相互依赖的多

方、促进彼此互动与交易就能够形成健壮的、多样化的数字平台

生态系统，而所有这些有着内在联系与互动的数字平台生态系统

的集合与整体就构成了平台经济。” 

•聚合器的作用，是将大量零散的资源集结为平台资源 

•平台资源的价值在于形成大规模的供需市场 

 



36 

 

手机制造企业 

硬件系统创新 

代工：具有较强设计能力和集成能力的加工企业 

定制：具有较强研发能力的硬件制造企业 

软件系统创新 

开发、维护并完善手机软件智能系统 

智能系统对符合标准的各类软件开放 

创新平台 

硬件功能日趋精细化

和专业化，并形成跨

界替代 

智能系统不断完善，

上线的软件曾出不穷 

整体设计 

系统集成 

标准制定 

利益分配 

8、智能手机平台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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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 

新能源技术 

能源网络安全调度与 

输配技术 

9、能源平台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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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字新技术激发新模式（典型案例分析） 

（二）分享模式 

1、分享的内涵是将闲置资源拿出来跟有需求的人分享 

2、有需求、有供给，可以形成市场 

3、数字技术将分散的需求、供给集结到一起，形成规模经济 

4、分散的供给虽然集结成规模，但并不规范，需要规范化 

5、平台是一类很好的分散资源聚合器，平台规则起到了规范化作用 

UBER

优步 
滴滴
专车 

民俗 

行业 

旧书 

网 
未来分布式光
伏屋顶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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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字新技术激发新模式（典型案例分析） 

（三）共享模式 

1、分享与共享，本来是同一个英文单词，sharing economy 

2、中文翻译成分享更合适，共享不能很好体现闲置资源分享的内涵 

3、可以将共享定义为租赁的电子化 

•租赁本就是共享 

•数字时代的租赁可以实现电子化 

4、共享模式的供应是规范的 

共享
单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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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字新技术激发新模式（典型案例分析） 

（四）“生产消费者”模式 

1、数字技术让消费客户拥有双重身份 

•同时是生产者，是平台的产品供应方 

•同时是生产者，是平台的补足品客户，是平台的服务供应方 

2、数字技术的载体仍然以平台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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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发展呈现三个数字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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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企业发展呈现三个数字化趋势 

（一）企业智能化升级 

企业智能制造 

企业智能生产 

企业智能管理 

（二）智能/人工智能类企业成长 

大数据 

数字产品制造企业 

数字服务企业 

（三）相关服务类企业数字化创新 

服务才是大市场，但新业态的相关服务业起步慢 

这就涉及到产业体系和产业生态的构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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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时代电力企业转型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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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数字经济时代电力企业转型新思路 

（一）转变思维 

（二）深耕服务 

（三）确定转型阶段和转型策略 

（四）重视模式创新 

（五）融入生态：搭台、平台补足品服务商、平台客户 

 案例：分布式新能源服务 

• 分布式新能源能主要用于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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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 

•济南 

•太阳能辐射量的Ⅱ类、Ⅲ类地区，仅次于宁夏、甘肃、
新疆、青海、西藏的部分地区（Ⅰ类地区），但显著高
于大部分地区（Ⅲ类、Ⅳ类、Ⅴ类地区） 

•河北：常住人口7519.52万人，2017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全国排名第19位。 

•山东：常住人口10005.83万人，2017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全国排名第8位。 

•河南：常住人口9559.13万人，2017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全国排名第18位。 

•山西：常住人口3702.35万人，2017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全国排名第25位。 

•太原 

•河北、山西、河南、山东4个工
业大省、人口大省 

•北京、天津 

•2大直辖市 

2017年《美国能源与就业报告》：2016年美国有190万人在从事发电及燃料行业，约80万人直接受雇于

清洁发电行业。其中太阳能发电雇佣37.38万名从业者，同比增长25%，比化石能源发电多出约2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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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制造 

•商务、商业、娱乐、旅游、文化等 

•新能源服务 
•用户 

•一级触发 

•二级加速 

•三级强化 

•四级完善 

•研培基地 

•内部市场 

•物流 

•基地 

•新能源 

•展示带 

•新能源制造业落
地生根 

•新能源供应链 

管理中心 

 

•新体系 

•生态辐射 

•形成新时代新能源新体系 

•完善专业化分工 

•以活跃的市场需求 

•撬动优质的新能源制造业资源 

•在较短时间内 

•快速触发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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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您的意见和建议！ 

 

联系方式：13671022015 

jianqizhou@drc.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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