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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息+”与新经济：基于交易

成本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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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关键原因在于交易成本的降低和交易效率的提

高。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具有“电子信息+”特色的新兴技术的出现，交易成本将进一

步降低，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将不断涌现，各种新经济形态会加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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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onic Information +” and the New Economy:
An Analysis Based on Transaction Co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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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China’s economy has been growing at a high speed, and
the  key  reason  is  the  reduction  of  transaction  cost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ransaction  efficiency.  With  the
emergence  of  the  new  technologies  with  “Electronic  information  +”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Internet,  big  dat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transaction  cost  will  be  reduced  further,  and  new  technologies,  new  products,  new
industries, new forms, and new models will be constantly emerging, which will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all
kinds of new economic form.

Key words   internet; big dat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new economy; transation cost
 

引言

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1978年刚刚改革开

放的时候，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当时

的人均GDP只有156美元，世界上最贫穷的撒哈拉

沙漠以南非洲国家的人均GDP是490美元，我国连

它的三分之一都没有达到。同时我国也是非常内向

的经济，出口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1%，并且出口

的产品中75%以上是农产品或是农业加工品。从

1978年到2017年间，中国经济取得了连续39年平均

每年9.5%的增长速度，中国进出口贸易年均增长达

到14.8%。2017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

8640美元，成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在中国的改革

开放过程中，将近八亿人摆脱国际贫困线标准，对

过去40年世界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1]。

从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情况来看，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鲜明的特色就是走自己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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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让政府的宏观调控这只

“有形的手”与市场经济这只“无形的手”密切配

合，摸着石头过河，通过不断改变政府职能、大力

发展基础设施、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市场竞争等

方式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优化产业结

构，增强经济实力。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随着信息

技术和计算技术的飞速发展，互联网、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各种具有鲜明“电子信息+”特色的新兴

技术的出现大幅降低了经济活动中的交易成本，提

高了交易效率，对实体经济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中

国政府也陆续出台了《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
行动的指导意见》《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2016～
2020年）》《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等一系列

政策。

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对实体

经济的影响

亚当·斯密曾指出，人类社会组织的一个显著

特点便是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生产方式。杨小凯和黄

有光[2]提出的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认为技术进步、

生产率的提高、整个人类社会所拥有的知识的增

加、市场一体化程度和市场容量增大、企业的出现

和发展、个人专业化程度和全社会职业多样化程度

的提高等经济现象都与交易效率与分工演进密切相

关。如果交易成本极高，则自给自足便是均衡。如

果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效率得到改进，则劳动分工

和专业化水平也会得到提高，区域性的市场也会随

之出现。当交易成本足够低，交易效率足够高时，

则全部物品（服务）都将是高度专业化分工的产

物。在这种从简单到复杂的动态演进过程中，市场

类型种数、行业种数、经济结构多样化程度、专业

化水平、市场一体化程度以及地方性商业社区的人

口规模随交易效率的改进而提升，新技术、新产

品、新的交易分层结构、不同规模的城市也会内生

出现。

毫无疑问，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为代表的，具有鲜明“电子信息+”特色的新技

术深刻地影响了整个经济体系的交易效率和专业化

分工水平。比如，在互联网时代，每一个生产者获

得知识的能力大幅提高，关于如何利用稀缺资源的

专业化水平快速提升，这为分工所需要的专业化经

济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基础。其次，互联网让整个

世界变成一个地球村，贸易伙伴之间的远距离通信

和沟通的费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寻找潜在贸易伙

伴以及进行大范围比价的成本大幅降低，而支付

宝、微信支付等基于智能手机的移动支付的出现则

进一步降低了外生的交易费用。精确定位、身份识

别、远程认证、全程溯源等各种新技术的发展有效

缓解了信息非对称带来的负面影响，大幅降低了各

种机会主义行为和逆向选择风险导致的内生交易费

用。无论是外生的交易费用，还是内生的交易费

用，互联网都显著降低了商业活动的交易成本，不

断改进交易效率。更为重要的是，互联网的发展极

大地拓展了市场的规模，甚至很多商品可以直接通

过网上进行交易。专业化分工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

生产率大幅提高，专业报酬递增，但是大量生产的

产品能否卖出去取决于市场规模。过去，受制于区

域性的市场需求，很多企业只能小规模生产；如

今，大量的交易通过网上完成，很多企业的客户遍

布全球各地。市场规模的扩大进一步促进了专业化

分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更多提供中间产品（服

务）的企业出现，更多创新的技术不断涌现并快速

投入运用。Choi和Yi[3]、Elgin[4]等学者的研究证实

了互联网对实体经济具有显著为正的影响。

又如，大数据对经济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物联网的快速发展，每天

都会积累成千上万的数据。通过大数据分析，生产

者更容易了解消费者的偏好，甚至让消费者直接参

与产品设计，实现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价值共创，满

足消费者对多样化产品偏好的需求。为了满足消费

者小众的需求甚至个性化的需求，经济活动中的分

工更加细致，个体的专业化水平更高，产品的种类

更多，企业的形式也更加丰富。如果没有互联网带

来的交易效率的改进，像“美团外卖”这样的服务

形式根本就不会出现，各种网络众筹产品也不会产

生。其次，借助大数据分析，不但能降低交易过程

中的欺诈风险，还能增加分工链条上各环节相互配

合的可靠性，降低各种内生交易费用。所以，基于

大数据的风险管控体系能够显著改进交易效率。更

为重要的是，借助互联网、大数据分析和移动支付

技术，分工水平进一步提高，界定产权的成本进一

步降低，物品的使用权和所有权可有效分离，各种

共建、共享、开放、共赢的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和

商业生态圈不断涌现。可以想象，未来的商业竞争

不仅仅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还是平台与平台

之间，甚至是生态圈与生态圈之间的竞争。无论是

阿里、腾讯、京东，还是谷歌、百度、亚马逊，每

一个平台经济都包括了信用体系、支付体系、生产

体系、交易体系、物流体系、售后服务体系等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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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的分工体系。虽然不同平台经济提供的产品和

服务存在差异，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不断

提高交易效率，不断满足多方的需求，为生产者和

消费者创造更大的价值。

此外，根据基于服务主导逻辑的价值共创理

论[5]，所有的经济交易本质上都是服务的交换，生

产和消费并不是分离的，供给和需求也不是独立的

两个系统，而是相互融合的两个子系统。无论是生

产者，还是消费者，都同时在进行价值创造并交互

性地使用价值。人工智能和物联网具有“使物体提

供信息”和“赋予物体以智能”两个特征[6~7]，它

们使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互动成为可能；这些互

动可以深化消费者体验，拓展消费者体验价值空

间；同时，这些互动也使消费者与生产者共创自己

的使用价值更加便捷。

总之，无论是互联网、大数据，还是人工智

能，都与电子信息技术密切相关，并且所有这些创

新性的技术及其衍生的商业模式都极大地降低了商

业活动的交易成本，大幅改进了交易效率。随着交

易效率的改进，经济形态将从自给自足的状态演进

为部分分工直至完全分工的状态。在此过程中，内

生比较优势、全要素生产率、中间产品种类、贸易

依存度、经济一体化程度、经济结构多样化程度也

会同步提高，组织试验越来越多，整个社会的知识

积累也越来越多，企业的形态和所有权结构多样

化，以数字经济、共享经济、智能经济为代表的新

经济的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改

善，经济结构不断调整优化，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

益持续提高。

二、新经济的概念与分析

最近几年，伴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新兴技术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渗透越来

越深，各种新经济形态正在加速形成 [8~10]。虽然

“新经济”早在1996年12月30日就出现美国的《商

业周刊》上，并且学术界普遍认为1990~2000年是

美国新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11~13]，但十几年前美国

发展新经济与中国发展新经济的时代背景已经发生

了巨大变化，相关研究结论的参考价值有限。

2014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国际工程大会上将

新经济界定为“以信息生产、信息服务为主的经济

模式”。2016年3月，国务院首次将“新经济”写

入政府工作报告。随后，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人大

四次会议闭幕后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新经济不仅

涉及一、二、三产业中的“互联网+”、物联网、

云计算等新业态，同时包括智能制造、大规模定制

化生产和农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式发展。2017
年12月，成都市发布的《关于营造新生态发展新经

济培育新动能的意见》认为新经济具有聚合共享、跨

界融合、快速迭代、高速增长的时代特征，并且认为

新经济主要包括数字经济、共享经济、智能经济、

绿色经济、创意经济、流量经济等六大经济形态。

（1）数字经济是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信息作

为关键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

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重要推动力的一种新的

经济形态。

（2）共享经济是利用互联网（物联网）等现

代信息技术整合各种闲置资源，连接、配置最优供

需资源的信息经济新形态。

（3）智能经济主要是以大数据、移动互联网

（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基础，以

人工智能技术为支撑，以智能产业化和产业智能化

为核心，以智能交通、智能电网、智能建筑等为应

用领域的一种新型经济发展形态。

（4）绿色经济是以传统产业经济为基础、以经济

与环境的和谐为目的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经济形式。

（5）创意经济是基于智慧性创造，推动文

化、科技、经济相互交融与作用所形成的综合经济

形态，通常包括时尚设计、工艺创造、交互软件、

表演艺术等类别。

（6）流量经济是指在经济领域中各种依靠人

才流、信息流、资金流、知识流、物质流等要素资

源的流动而带来经济效益的经济业态。

从上述关于新经济的表述可以看出，无论是哪

种新经济形态，其背后都离不开互联网、大数据、

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各种具有“电子信息+”特色

的核心技术。根据前面的分析得知，一旦这些创新

性的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必将进一步降低交

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促进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生

产的水平，进而产生新的商业模式和新的经济形

态。据此，我们甚至可以断言：没有新技术支撑的

经济不是新经济，而绝大多数新兴技术都与电子信

息密切相关。因此，大力推动“电子信息+”与实

体经济深度融合就是大力发展新经济。

三、结束语

中国新经济究竟“新在那里”？如何发展新经

济？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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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

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在这种背景下，需要深入领会党的十九大报告

精神，学习新思想、树立新理念、创立新机制、聚

集新要素、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实现新发

展。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

主线，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研究各种

“电子信息+”新技术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及其衍生

的新产品、新组织、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研

究新经济的发展模式和实施方案，促进经济结构优

化调整，推动经济增长动力接续转换，不断提升国

家综合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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